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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丛 K 系 人文与 社会科 学研究 丛节， 

面 向海内 外学界 T 

专诚彳 II .集中 国新进 中靑年 学人的 

优秀学 术专著 （含海 外留学 屮）。 

本丛 书意在 推动中 华人文 学术与 

社 会科学 的发展 进步， 

奖掖继 起人材 ，鼓 励刻苦 治学， 

俱导棊 础扎宪 而又适 合_ 情的 

学 术创新 精神， 

以 弘扬光 大我民 族知识 传统， 

迎接中 华文明 新的腾 X。 

本丛书 由哈佛 大学燕 京学院 

C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 活- 读书 •新 知三 联书店 共同负 担出版 资金, 

保 障作# 版权 权益。 

本丛书 邀请国 内资深 教授和 研究觅 

在 北京组 成丛书 学术委 员会， 

并 依照严 格的专 业标准 

(原则 上要求 参选书 稿高于 - 般博士 论文水 准）， 

按年 度评审 遵选， 

决出每 辑书目 ，保 证学术 品质， 

力求 建立有 益的学 术规范 与评奖 制度。 



献给我 的导师 

陈旭麓 1 教授 



我不 像许多 人那般 肀运， 他们在 历经苦 难完成 一部著 作后， 

可 以长舒 一口气 。自 1992 年 年初起 ，我推 开一切 ，整 整两年 ，尝 

到 了著书 人都经 受过的 酸苦辣 （没 有感到 甜）， 终子完 T. 时 ，望着 

案上 厚厚一 摞文稿 ，心 中没 有一点 轻松的 感觉。 

一

、

 

 
就一 般而言 ，历 史事件 随着时 光流逝 而意义 日减。 鸦 

片 战争则 
不然。 它是屮 

国历史 
的转折 

，提 出了中 
国必须 

近代化 

的历史 
使命。 

中国的 
现代化 

- 日未 完成， 鸦片战 
争的意 

义就一 
分不 会减。 生 活在这 

一尚未 
现代化 

区域中 
的人们 

，体 会现实 
，探 

索 问题， 免不了 
联系到 

那次灾 
难性的 

战争。 屈辱 、仇恨 、自卑 、希 

望 …… 种种情 
绪交织 

，民 族感 情油然 
而生。 这 与已经 

完成同 
一 

使命的 
国度， 比 如日本 

，是 大不相 
同的。 它 本身就 

是一个 
不让中 

国人 轻松的 
课题。 

然而 ，历史 研究排 斥感情 的鵾入 ，强调 冷静和 客观。 我因此 

也常 常自间 .我 是否真 正做到 r 理智？ 

二

、

 

 

本 书号称 “鸦片 战争再 研究” ，自 然包含 着对以 往的研 

究进行 
批判的 

意味。 
就研究 

的过程 
而言， 

当属踩 
着前人 

的肩膀 
往 fc 爬; 就研 

究的结 
果而言 

，应 是离历 
史真实 

更近。 
然 事过境 

迁 ，一 个乍世 
纪前的 

人和事 
，与今 

有着层 
层历史 

隔膜。 
我居住 的地方 ，名 皇城根 ，与 紫禁城 仅一箭 之遥。 从 西窗中 

望去 ，昔 EJ 御花 园景山 上的万 舂亭， 在夕阳 F 隐隐 闪亮。 我在位 



于紫禁 城内的 中国第 一历史 档案馆 阅档时 ，因中 午闭馆 也常常 

在宫 中闲荡 ，坐在 “金銮 殿”前 的汉白 玉阶上 遐想。 我也 去过圆 
明园旧 址，望 着那些 已无痕 迹据说 在航空 照片上 依稀可 辨的中 

式园区 p 空 间距离 的接近 ，常 使我感 到时伺 跨隔的 缩短。 我试 

图 与逝若 对话， 虽不 能心灵 沟通， 却也増 加了对 他们心 思的理 

解。 尽管 现代史 学理论 S 经证 明了再 现历史 之绝对 不可能 ，但^ 

求 真毕竟 是治史 若不灭 的梦境 9 

三、 本 书是献 给我的 导师陈 旭麓教 授的。 14 .年前 ，我 投先 

生门 下为研 究生。 他指导 的第一 篇论文 为< 鸦片 战争时 期中英 
兵力 K 自此 ，我对 鸦片战 争的兴 趣始终 未减。 毕业后 ，师 生多 

有交往 他 一直鼓 劻我把 这本书 写出来 ，我 也暗冀 获先生 作序。 

可因 I 作关系 ，一 直无暇 动笔。 W89 年调入 近代史 研究所 ，终 
有供 我支配 的时间 ，导师 却已于 1988 年仙逝 ^ 缘此 ，尽 管真正 

展 纸动笔 仅两年 ，但捜 集史料 、思 考问 题却已 经超出 10 年 。导 

师为 我作基 ，我 却无缘 索序。 今夭 ，我自 序时， 心中一 直在想 ，这 
本书能 否让他 满意， 渴望得 到他的 批评。 可天堂 距入间 却是那 

么 的遥远 …… 
凡 此三者 ，仍 感到压 在心上 ，尽管 我已经 写完了 这本书 。我 

等待着 读者的 批评。 

a"
 

I 

我的同 窗好友 潘振平 ，对 鸦片战 争颇有 心得。 十几年 来，我 

们多 次进行 讨论， 常 常彻夜 不眠， 使 我受益 非浅。 本书始 动手， 

他又 提议两 条：曰 注重人 物命运 ，曰解 释历史 现象。 作为 中国传 

统史 学体裁 正宗的 纪传体 ，有 着诸多 优长， 如何将 这些优 投揉之 

章 节体中 ，我因 之而探 索。 由 于近代 社会新 陈代谢 ，价值 观念和 

行为规 范发生 了很大 变化， 如何用 当时的 观念合 情合理 地解释 



当事人 的思想 和行为 ，我 因之而 努力。 稿成， 他又首 先阅读 ，多 

有 批评。 可以说 ，没 有他的 帮助， 本书不 会是此 模样。 交久谊 

真 ，无 薷言谢 ，在此 记之。 

感谢武 汉大学 李少军 先生。 日 人佐佐 木正哉 先生关 于鸦片 

战争 的论文 ，应 是必读 之作， 可我不 识东洋 文字。 李少军 先生为 

我 提供了 译文。 感谢今 日已成 同事的 郦永庆 先生。 他是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 的编者 之一。 我因 抄档有 限且未 校对， 他 提供了 

尚未 印就的 所编史 料底稿 ，缓 我一时 之急。 感谢 同一师 门的杨 
国 强先生 I 阅读 了部分 文稿。 他那提 意见的 技巧， 使我顿 然体会 

出 自己的 不足。 感谢亦 为同师 的朱金 元先生 和唐克 敏先生 ，他 

们的鼓 励和帮 助， 成为 我能如 愿完工 的一大 动力。 

我心 中最为 感激的 ，毫 无疑问 是在我 之前作 了充分 研究且 

对我颇 有启示 的诸位 先生。 因我参 考的文 献较多 ，此处 无法一 

一 恭录。 我已将 拜读他 们大作 的收益 ，敬录 于注释 之中。 在这 

里， 我注要 说一句 ，请 原谅 我踩在 您们的 肩膀上 …… 

以 上感谢 ，并 无推卸 责任的 意思。 本书 的一切 错误， 当由我 
个人 负责。  . 

茅海建 

1994 年 1 月于 北京东 皇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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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_ 

由琦善 卖国而 想到的 

中国的 历史学 ，最注 重人物 评价。 打 开史籍 ，善恶 忠奸分 

明， 好人坏 人一目 了然。 

在 坏人的 P 人伍 中， 琦 善大约 可属“ 最坏” 的一类 ，因为 他犯有 

古 今中外 均视为 不赦的 罪行一 卖国。 没 有一个 民族和 国家， 
会 饶恕自 己历史 上的卖 国贼。 

口 T 是 ，琦善 果真卖 国吗？ 

我 以为， 这 里面存 有许多 疑问， 可作进 一步的 探讨。 

一 
琦 善其人 

琦善 出生于 一个满 洲贵族 家庭。 祖上 恩格得 理尔， 以率众 

投 附有功 ，封 …等 侯爵。 父 亲成德 ，官 至热河 都统。 琦善 16 岁 
时以萌 生的资 格分发 刑部， 由正五 品的 员外郎 候补。 1S 岁时正 

式补官 ，此 后仕 路畅顺 ，飞黄 腾达。 1SL9 年 ，他 29 岁时 ， 便当上 

r 独 挡一面 的河南 巡抚。 A5 历山 东巡抚 、两 江总督 、东河 总督、 

成都将 军等职 ，期 间曾因 治水失 宜时被 革职. 但开复 特快。 1831 

年 ，迁督 抚趟臣 之苜的 A 隶 总督， 1836 年 ，授协 办大学 ±， 1838 



年，擢 文渊阁 大学士 ，官居 正一品 。① 
琦善为 官办單 ，好 ffl 诡 道怪行 ，但 也多验 明效。 他为 人傲慢 

气盛， 但官场 结交甚 广。 他勇于 任事， 好大 喜功， 任职中 的失败 

儿乎与 成绩一 般多。 道 光帝也 特别看 重他敢 于闯创 、敢 于负责 

的 品格。  ' 
I 

至 1840 年 鸦片战 争时， 琦善的 正式身 份是一 等侯爵 、文渊 
阁 大学士 、直 隶总督 改两广 总督） 、钦差 大臣。 他在与 英方的 

公文 往来中 ，得 意洋洋 地自称 “本大 臣爵阁 部堂”  可以说 ，他 

位极 人臣， 圣眷 正隆. 达到他 一生的 顶点， 为同 僚们望 尘莫及 。 

我们 若从当 时人的 观念来 思考， 就会产 生疑问 ：琦善 一家世 
受 国恩， 本应更 加忠君 爱国， 道光 帝待其 不薄， 没 有理由 背叛主 

子 ，可 他为什 么要卖 国呢？ 这与后 来汪精 卫因政 治不得 意而改 

换门庭 的场景 ，似 为格格 不人。 

当时的 一些论 著谈到 琦善的 举动时 ，采用 了“贿 和”的 说法。 
让我 们来看 看这方 面的可 能性。 

琦善 之家是 一个具 有百年 以上历 史的大 家族， 家底 颇丰。 
他本人 又久为 高官， 在 搜敛钱 财上的 工夫， 也不差 于其他 官僚。 

他 是个有 钱人。 

关于 琦善的 家产， 民间 流传的 说法， 几 近天文 数字， 一份传 

抄的 琦善于 1841 年 获罪抄 家的清 单称， 琦 善拥有 “番银 ”1000 
万元， 珍珠奇 宝无算 ，另 有田地 34 顷 ，房屋 340 间 ，当铺 6 处 ，店 

栈 S1 处。® 若此 当真, 琦善的 家产超 过当时 任何一 位英国 贵族， 

甚 至女王 本人。 

但从档 案史料 来看， 民间的 传说显 然是夸 大了。 据 负责査 

抄的吏 部尚书 、步军 统领奕 经等人 奏称： 



“奴 才等查 抄琦善 寒产， 前经 奴才等 将查出 金锭、 金条、 

金叶约 重五 千一西 佘两， 元宝七 百八十 一个， 散碎 银镶链 -- 

万六 千五百 佘两大 概情形 ，具奏 在案。 今复连 日洋细 抄检， 

又 续行查 出金镜 、金 条、 金叶约 重二千 余两， 元宝六 百十七 

人， 散 碎锞锭 银二 万余两 …… ,+® 
后据 道光帝 面谕， 负 责将琦 善没官 财产生 息以充 兵饷的 军机大 

臣 穆彰阿 奏称： 

“琦善 入官元 宝银一 千四百 Z 十 八个， 散碎 银四万 六千 

九百 二 ：十两 …… 坷 善入宫 地亩， 现据尚 务 府按契 被计， 共地 

二百 五十二 顷十七 亩零， 以地 方官 征租差 地核计 ，每 年可收 

包 银二千 余两。 又琦善 入官铺 面户间 ，内 务府现 已兑明 ，每 

月约得 房租 银 九百六 十二吊 二百二 丄 八 文 、银 五十一 

两… *  ■  *  ”⑤ 
由于没 有找到 其它有 关此次 抄家的 奏折和 清单， 我们还 不能得 

知琦 善的自 住房产 和迖官 贵人家 常有的 珍奇宝 物古玩 等项， 但 

从 上引金 、银 、田产 、店铺 等看， 数额已 经相当 可观。 

若 说有钱 人就不 会受贿 ，当 然不能 成立。 但 作为家 赀丰裕 

的 琦善， 大 约不会 见了自 鸣钟 、玻璃 盏之类 的新奇 洋货便 心旌荡 

漾。 在 中英交 涉中， 他若要 受贿, 就绝非 小钱， 而 必然是 一笔人 

数目。 

实际上 ，有 关琦 善“贿 和”的 说法， 当时风 声甚大 ，就 连深居 
于宫禁 的道光 帝都已 听闻。 生性多 疑的道 光帝， 在下令 锁拿琦 

善后的 第二天 ，又 密谕 靖逆将 军奕山 “密加 查访” 义律与 琦善之 

间 “有无 私相愧 赠之事 奕山 对此未 能找到 证据。 ©琦 善逮京 

后， 由道 光帝亲 自审定 的讯问 琦養各 条中， 其中一 问是： 

“ 琦善既 与义律 （CharksEUim) 说话， 情意 亲密， & 天津 



以至广 东， 该夷目 餽送琦 善物件 若干？ 琦善回 送是何 物件？ 

均须 一一 '吐供 ，不 准隐瞒 丨”⑧ 

琦 善对此 是一口 否认， 在审讯 中称： 

“伏查 琦善与 逆夷言 语不通 ，不 过为 公事暂 事羁縻 ，假 
意 待之， g 肯收 受餽送 ，自外 生成。 亦未 给过诙 夷物件 。不 

敢隐瞒 。”  ® 
璋善 的这个 答复， 显然未 使道光 帝完全 放心。 就 在审讯 琦善的 

同时 ，军 机处审 讯为琦 善充当 中英交 涉的联 络员鲍 鹏中， 又提出 

了 相同的 问题： 

“ 琦善与 义律情 意亲密 ，有 无彼此 餽送情 事？” 

鲍 鹏对此 问题， 也是完 全否认 。⑩ 

当事人 的自白 ，自 然不 能用以 证明当 事人的 清白。 好在琦 

善所欲 贪者， 非 为小数 ，若是 大额， 英方自 然 有帐。 

然而 ，从目 前所能 见到的 英文资 料来看 ，义律 等英方 官员并 

没有采 用贿赂 的手段 ，也 无琦善 索贿的 记载。 而 义律听 闻琦善 

因收取 义律贿 赂的罪 名而受 审讯的 消息， 特意拟 出否认 对琦善 

行贿 、英国 官员不 会行贿 的文件 ，转 交广 州知府 当然， 这份文 

件并 未上达 中枢， 即便 上达， 恐怕 也不会 对琦善 有利， 反 而证明 

他与 义律的 勾结。 

我们 不妨再 设想一 下当时 的情景 ，此时 的义律 等人， 已经不 

是当 年龟缩 于澳门 、自 称“ 远职” 、处 处求情 疏通的 模样， 而是领 
兵上 门勒索 抢劫的 凶犯。 世 上又哪 有强盗 上门先 行贿后 动手的 

事情。 这与俄 国为中 俄密约 、中 东赂 而贿赂 李鸿章 的局面 ，似为 

格格不 入。 

由于 鸦片战 争前， 中 英之间 实际存 在的只 是通商 关系； 又由 

于 清政府 官员的 腐败， 贿赂 和陋规 已经成 为维系 这种关 系延续 



运作的 不可缺 少的润 滑剂； 凡是 涉及到 这种商 务联系 的官员 ，无 

不受贿 ，无 不发财 ，久矣 被视作 官场中 的正常 现象。 有 关琦善 

“ 贿和” 的流言 ，很 可能由 此而牵 带椎测 、合 理想象 而来。 也正因 
为如此 ，此类 流言才 会有着 广泛的 市场， 尽管没 有什么 实际的 

根据， 

以上对 琦善卖 国的心 理活动 的探究 ，是 从求官 图荣、 贪财骷 

利的 角度， 即人类 自身缺 陷的角 度去分 析的。 然而 ，古往 今来的 

卖国者 ，对 自己 的行为 还有一 种堂皇 的解释 ，即为 了遵循 某一种 

主义 ，实现 某一种 理想。 

但是 ，若 要将此 落实到 琦善的 身上， 似乎也 沾不上 边。 

鸦 片战争 之前， 中肀文 明一直 是相对 独立地 发展的 ，并 以其 
优越性 ，向外 输出， 在东亚 地区形 成了以 屮国为 中心的 汉文化 

圈。 尽管 它与外 部世界 的联系 ，从 古以来 ，如 缕不绝 ，但是 ，外来 

之 物欲进 入中国 ，须得 经过中 华文明 强韧且 持久的 改造， 化外来 

为内在 ，才能 成为中 华文明 的组成 部分。 长 此以往 ，中国 人习惯 

■F 以居 高临下 的姿态 ，环视 四方。 清上朝 正是在 这种历 史沉淀 

中， 发展 完备了  “天朝 ”对外 体制。 

在 古代， 依据 懦家的 经典， 中 国皇帝 为“天 子”， 代表“ 天”来 

统治地 上的一 切的。 皇 帝直接 统治的 区域， 相对 于周边 的“蛮 

荒” 之地， 为 “天朝 上国'  “普 天之下 ，莫非 王土” ，（诗 经> 中的这 
句话 ，经 常被人 引用说 明当时 的土地 制度， 其实也 反映出 当时的 

中国 人所能 看到的 世界， 即“天 F”， 长久 地不出 f 东 亚地区 。毫 

无 疑问， 这 种“天 下共主 ”的观 念井不 正确， 但却客 观地反 映出中 
华文明 K 时期在 东亚地 区的无 可争辩 的优越 ，并 长久地 维系着 

大一 统王朝 在中国 的世系 相传， 即所谓 无二君 ％® 这 种情势 



在清朝 ，又具 体地表 现为“ 天朝上 国”、 藩属国 、“化 外各邦 ”的三 
重 关系。 

清王朝 的强盛 ，使周 边地区 的各国 君主， 出于种 种动机 ，纷 

纷臣厲 于中国 ，向 清王朝 纳贡， 受清王 朝册封 。⑭ 至于藩 厲国以 

外 的国家 ，包 括西方 各国， 清王朝 -般皆 视之为 “化外 蛮夷之 

邦”， @ 在 官方文 书中蔑 称为“ 夷”， 并在其 H 名上加 字旁。 

如英 、法、 美三国 ，分别 称为“ 喚夷” 、“ 嘥夷” ，咪夷 根 据儒家 
的礼仅 ，清 王朝 拒绝与 这些不 愿朝贡 的国家 作正式 的官方 交往; 

又根 据儒家 “虽之 夷狄， 不可弃 也”的 教义， 清王朝 又准许 这些国 
家 通商。 尽管这 种通商 在清初 、清中 叶有利 于中国 ，也牵 系着沿 

海数十 万民众 的生计 ，但依 照“以 农为本 ”的占 训， 兼之朝 廷在此 

中获 益不多 t ⑫清 王朝対 此并不 重视。 # 他们的 心目中 ，通 商是 

“天朝 ”施于 “蛮夷 ”的一 种恩惠 ，是 “怀柔 远人” 的一种 策略。 

因此 ，清 王朝在 对外关 系上， 自 以为是 居于他 国之上 的“夭 

朝”， 不承 认与之 平等的 国家的 存在， 即 所谓“ 敌国'  从 某种意 

义 上讲， “天朝 ”对外 体制， 使 中国成 为一个 世界， 而不是 世界的 … 部分。 

从明代 开始， 中 英就有 了通商 关系。 但在“ 天 朝”体 制和观 

念的笼 罩下， 中国人 对英国 的认识 是混沌 一片。 1793 年、 1826 

年, 英国先 后遣使 马夏尔 尼（ George  MaCartney ) 、阿美 士德 

(William  Pitt  Amhmt) 来华， 清政 府依照 “夭朝 ”制度 ，将 其当作 

“ 暎咭昨 I 贡 使”来 接待， 结 果不欢 而散。 1S34 年^ 英国取 消东印 
度公 司的对 华贸易 垄断权 ，派 律劳卑 (William  John  Napier) 为驻 

华商务 第一监 督^ 负 责通商 事务的 两广总 督卢坤 ，未究 诘其来 

华目的 ，却 震怒于 以“平 行款式 "递 交文件 1838 年 ，英 国驻华 

商务总 监督义 律投递 文书， 封面上 无“禀 ”字样 1 两 广总督 邓廷桢 



即“原 封掷还 因此， 尽管 1834 年之后 ，英国 有了官 方代表 

^ 驻华商 务监督 （中文 称之为 领事） ，但 清政府 并不承 认其官 
方地位 ，仍 将其当 作东印 度公司 的大班 来看待 

清朝 傲视“ 四夷” 的“天 F” 观念 ，部分 是因为 儒家文 化的优 
越和外 传的历 史传统 ，部 分足 由于长 期以来 中国社 会经济 水平, 

并 不低于 西方。 十六世 纪西方 人初至 ，中 国乃是 世界上 最发达 

的 国家； 十七 、十八 世纪之 交， 康熙大 帝的文 治武功 ，使中 国进人 

" •个新 的“盛 世”； 即 使是在 h 八世 纪英 闰丄 业革 命前， 中 国的社 
会生产 力仍不 低于西 方各国 .生 产总 M 则远 远超 过之。 至鸦片 

战 争前夕 ，中国 确确实 实是落 后了。 但是 ，由于 文化背 景的不 

同 ，英国 最先进 的事物 ，经 过儒 家教义 的折光 ，顿 时变为 最荒谭 

不堪的 东西。 君主 立宪， 在皇 权至上 面前， 有 如大臣 擅权； 经商 

贸易 ，在 农本主 义面前 ，显 为舍本 求末； 追逐 利润， 在性理 名教面 

前 ，只 是小人 之举； 至于女 王主位 、男 女不辨 ，更是 牝鸡司 晨之类 

的“夷 俗”； 即便 令人兴 叹的西 方器物 （钟表 、玻璃 、呢 羽等） ，享用 

赏玩收 藏之余 ，仍 可斥之 为“坏 人心术 ”的“ 奇技淫 巧”。 无怪乎 
海通 200 余 年后， 中土的 官僚士 子们并 未折服 于西方 ，反 坚信于 

中华文 物制度 远胜于 “西夷 '尽管 他们在 一个事 实方面 已经达 

成了 共识: 西方“ 船坚炮 利”。 
如 此不惜 笔墨地 描绘清 朝的对 外观念 和当时 的中英 关系， 

只是为 r 指出 琦善思 考和行 动的大 背景。 作 为个人 ，无 法背离 

其所 处在的 环境。 

琦善主 要在北 方任官 ，与 西方 没有直 接打过 交道。 他不知 

道地球 是圆的 ，更 不知“ 暎咭峒 ”位于 四大部 洲的哪 个角落 。在 

天津 ，他 初见英 国军舰 ，.大 为震慑 ，但 并未 改变英 国属“ 化外蛮 

夷” 的基本 观念。 在留今 的大量 奏折中 ，他 用以描 绘英国 最典型 



的词汇 是“夷 性犬羊 '这 也是当 时官员 的常用 套语。 就 在广东 

中 英谈判 最紧张 之时， 他在 奏折中 有一段 描绘英 人行径 的话： 

“而 今之在 粵者， 名为兵 B， 尤为野 蛮之人 ，礼义 不知， 

廉 耻不顾 ，皆得 在场惟 （为） 所 欲言， 纷 纷藉藉 ，无 非扛帮 ，肆 

其鬼 域技俩 p 既不能 以理谕 ，亦 难以 情遣。 

这些 用语， 活脱脱 地显露 了琦善 只不过 是一个 墨守“ 天朝” 观念、 

对世界 大势浑 浑酿醒 的官员 ，又 怎看 得出他 对英国 的主义 、理想 

有向往 之情？ 

如果说 奏折上 的话， 只是 用来哄 骗道光 帝的， 并不能 反应璋 

善 的内心 ，那么 ，我们 还可以 看看， 他又是 用什么 样的语 气对英 

方说 话的。 他在致 义律的 照会上 写道： 

“查贵 国来此 通商， 迄今二 百余年 ，从无 龃龉。 只缘不 

肖 商人夹 带烟土 ，致绝 贸易。 本年贵 国前来 乞恩， 事在情 

理。 乃先占 据定海 ，本 不能 不上干 天怒。 特 缘本大 臣爵阁 

部 堂前在 天津时 ，叠奏 贵国情 词恭颗 ，方 简派 本大臣 爵阁部 

堂来此 査办。 否则大 皇帝抚 有万邦 ，人 稠地广 ，添船 添炮， 

事有 何难？  g 有因 此定海 一县， 遽肯受 人挾制 之理？ 本大 

臣爵 阁部堂 之所以 叠次照 会嘱令 交还定 海者， 亦正 欲显有 

恭顺 实迹， 以便代 恳恩施 ，冀行 久远。 兹犹軎 贵公使 大臣自 

天 津以来 ，尚 无滋扰 ，本大 g 爵阁 部堂方 敢允为 代奏。 倘其 

间稍 失恭顺 ，本大 臣爵阁 部堂已 先荻陈 奏不实 之咎， 自颐不 

暇， 焉能再 为贵国 筹画？ 而 贵国既 欲通商 ，若 非处处 恭顒, 

俟奉大 垒帝恩 旨准行 ，贵国 有邑能 安然贸 易乎？ 事 须从长 

计议， 未可专 顾一面 。”㉒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这完全 是一派 夭朝的 语言。 琦善的 逻辑是 ：只有 英方处 处表现 

“ 恭顺'  听从 他的“ 嘱令'  这位 “大臣 爵阁部 堂”才 会把这 种“恭 



顺 实迹” ，上 奏于“ 抚有万 邦”的 大皇帝 ，英 方才有 可能获 得大皇 

帝的“ 恩施'  就连 远在伦 敦的英 国外相 巴麦尊 （ Palmerston, 
John  Henry  Temple), 看到 义 律转呈 的这些 文件， 也不免 大怒， 

为此专 门训斥 义律： 

"我颇 为不安 地看到 ，在 你与 琦善全 部文书 往来中 ，你 

曾 经容许 他擅用 了  一种妄 g 尊大 的口吻 ，而 你自愿 采取一 

种甘居 人下的 地位。 
' 

实 际上， 义律的 这种“ 甘居人 下”的 姿态， 也 是他后 来丢官 卸职的 

原因 之一。 
时代的 背景， 规定了 琦善的 思想， 而 琦善的 思想， 又 制约着 

他 对英绝 无卑媚 仍不失 傲慢的 举止。 我们 似可由 此而看 到他的 

内心： 他以堂 堂天朝 的“大 臣爵阁 部堂” 自居， 又怎 么会冀 求“区 

区岛夷 ”所颁 之荣？ 又怎 么会贪 图“蕞 尔小国 ”所施 之财？ 又怎 

么会将 泱泱大 清卖给 连地处 何方都 弄不清 楚的“ 化外蛮 夷”？ 
所 有这些 ，都 向人们 表明， 琦 善不象 是要卖 国的。 

他没有 卖国的 动机。 

二 琦善卖 国罪名 之否定 

辨明琦 善没有 卖国动 机之后 ，还祯 —— 分 析琦善 的卖国 

罪名。 

在当时 人的描 述和后 来研究 者的论 著中， 琦 善被控 罪名大 

约 有四： 

一 

、

 

冬

:

 

张弛禁 ，成为 清王朝 内部弛 禁派的 首领， 破坏 禁烟。 

二 

、

 

英

舰

 

队到达 大沽口 外时， 乘机 打击禁 烟领袖 林则徐 ，主 



张 投降。 

三 
、 主 持广东 中英谈 判期间 .不 事战守 ，虎门 危急时 又拒不 

派援， 致使战 事失畋 ， 关天培 战死。 

四 

、

 

私

 
自割让 香港予 英国。 

以 上罪名 是否属 实呢？ 

先看 第一项 ，关于 禁烟。 

弛禁的 主张， 酝酿于 鸦片走 私最为 严重的 广东。 一 些见鸦 
片屡 禁不止 的官僚 士子， 为遏 制白银 外流， 企图 以合法 进口征 

税 、内 地种植 替代的 方法， 对付日 益猖獗 的走私 活动。 1834 年， 

两广 总督卢 坤上奏 试探， 未果 1836 年， 曾任广 东按察 使的太 

常寺少 卿许乃 济正式 出奏， 又未行 除此 两起外 ，我们 在清官 

方文 书中找 不到其 他主张 弛禁的 言论， 可见持 此论者 ，只 是少数 

忧 虑时政 的官员 ，并未 形成清 王朝内 部的所 谓“弛 禁派％ 
时下流 行的许 多鸦片 战争史 的论著 认为， 大 量侵吞 鸦片贿 

赂 的官僚 集团是 弛禁论 的鼓动 者和支 持者。 我以为 ，此 说既缺 

乏史 料依据 ，又 与事理 相悖。 因为， 一旦实 行弛禁 ，鸦片 便成为 

合 法商品 ，贩 卖者即 可不必 行贿。 对 这些贪 官说来 ，保持 现状, 

即明禁 暗不禁 ，才是 最为有 利的。 弛禁论 有利于 国内外 大大小 

小 的鸦片 贩子， 但对 贪官的 利益却 是一种 冲击。  ' 
从各 类史料 来看， 我们找 不到琦 善有关 弛禁的 言论； 又因为 

清 王朝内 部似无 “弛禁 派”， 称 琦善是 弛禁派 首领， 也无从 谈起。 
1838 年 ，鸿 胪寺卿 黄爵滋 上奏， 主张 严禁， 道 光帝下 令各省 

将 军督抚 议奏。 琦善表 示同意 严禁。 ® 此后 ，根 据道光 帝的谕 

令 ，他在 天津进 行了雷 厉风行 的査烟 活动， 1838 年 8 月至 11 

月 ，共起 获烟土  15 万余两 这一 数字仅 低于由 邓廷桢 主政的 
10 



广东 (26 力余 两）， ® 而高 于林则 徐主政 的湖北 （2 万余 两）， ㉙居 

全国第 二位。 最近的 研究也 已证明 ，促使 道光帝 下令严 禁鸦片 

的 ，不是 林则徐 ，而是 琦善。 ® 

由 此可见 ，琦 善在禁 烟活动 中有着 出众的 表现。 这 虽然不 

能证 明他 是强烈 主张严 禁的官 足以 否汄其 弛禁的 罪名。 

再 看第二 项罪名 ，关 干打击 林则徐 ， 主张投 降。 

称琦 善乘英 军北上 天 津之机 ，攻 订 林则 徐的唯 - 町 以看到 
的材 料是， 1S40 年 8 月 11 日 ，琦# 奏称， 向清方 投递文 书的英 

军“ 守备马 他仑” ，“ 其词 只壻 叠遭广 东攻击 ，负 屈之由 ，无 从上迖 

天听， 恳求 转奏” 。㉛马 他仑 （Mrnhmd) 是英 舰威厘 土厘号 
(Wellesley) 的舰长 前往接 收文书 的是督 标后营 游电罗 应鰲， 

他们的 对话今 已无从 查考。 但据此 时递交 的英方 文件的 内容来 

看. “S 遭广东 攻击” 一语， 似非琦 善为诬 林而自 行编造 

至于 惩办林 则徐、 另派钦 差大臣 前往广 东一事 ，本力 道光帝 
所为， 与琦善 无涉。 但 道光朝 《筹 办夷务 始末》 的编纂 官们. 将原 

本应附 于琦善 1840 年 9 月 2 日奏 折之后 时照会 ，误 植于其 8 月 

17 日奏折 之后。 这就 给人一 种误解 ，以为 是琦善 首先向 道光帝 
提议惩 林的。 我们若 将佐佐 木正哉 所辑录 的英国 档案馆 中的中 

英往来 文件相 对照， 不难发 现此中 的错误 可以说 ，琦 善完全 

是遵 旨办事 ，并 无餳杂 个人的 意见。 

这 里还有 必要简 述一下 琦善与 林则徐 的私人 关系。 I 

据 （林则 徐 日记》 ，琦 、林之 交始于 1825 年 6 月。 是时 ，林以 

r 忧 在籍的 前江苏 按察使 的身份 ，被 “夺情 ”而监 督江苏 高家堰 

河工。 琦善以 山东巡 抚的身 份前来 巡视。 未久， 琦善迕 两江总 

督 ，陶澍 调江苏 巡抚， 为南 漕海运 ，命林 则徐总 其事。 林 以病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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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埼为之 代奏。 此后 ，各 官一方 ，并未 同事。 
又据 (林则 徐日记 > ，鸦片 战争前 ，琦 善与林 则徐见 过两次 

面。 第一 次是在 1837 年 3 月， 林则徐 迁湖广 总督离 京赴任 ，倚 
善遣弁 迎于直 隶与顺 天府交 界的高 碑店。 林 行至省 城保定 ，琦 

又率 文武官 员出城 迎接。 在 公所喧 寒之后 ，琦即 赴林寓 所“长 

谈'  尔后 ，林 又回拜 ，“谈 至傍 晚”。 次日， 林则徐 离保定 ，琦善 

因“值 丁祭， 未得来 ，差省 酬应” 。® 迎来 送往， 自是官 场风气 ，但 
两次 长谈， 似又属 私谊。 第 二次在 1838 年 12 月， 林则徐 奉旨进 

京， 行至直 隶安肃 (今 河北 徐水） ，适遇 琦善由 京返回 ，两人 “谈至 
傍晚 

后 来的论 者称琦 、林 交恶， 多指 两事。 

其 一谓. 林则 徐在道 光帝召 对时， 倡 言畿辅 水利， 后 又奉旨 
上奏。 琦善 妒恨林 则徐越 俎代庖 ，从此 结怨。 查 林著有 《畿 辅水 

利议 > ，后又 有< 复议遵 旨体察 漕务情 形通盘 筹画折 其中心 

意 思是， 为了革 除漕米 、漕运 、河工 诸弊， 只需在 直隶， 尤 其是东 

部 的天津 、河间 、永平 、遵化 四州府 ，改 种高产 的水稻 ，即 可一劳 

永逸地 解决京 师缺粮 的难题 ，而不 再需要 南漕。 100 多 年前的 

华北, 虽不似 今日之 干旱， 但在直 隶种稻 即可解 决每年 400 万石 

的南漕 ，今 日看来 ，仍似 为大胆 之言。 更何况 ，林 则徐 还疏言 ，无 

须 先治水 （当 时潮河 、白河 、永 定河 常发大 朮)， 先 营田， 仅需行 

“沟 恤之法 ，似皆 为作上 腴”。 在这里 ，我们 不必细 究林的 建策是 
否可行 果效， 身为直 隶总督 且须新 负京米 之责的 琦善， 自 然不愿 

不 会也不 敢用此 奇策， 他本来 就为治 水而吃 过亏； 但谓琦 善为此 

妒恨林 ，以致 后来要 设计陷 害之， 也似无 必要。 因 为林的 提议， 

早 已有之 ，琦 只需奏 明即可 更何 况当时 此类事 件颇多 ，若事 

事记恨 ，则 记不 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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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谓 ，林 则徐于 1838 年 12 月路 遇琦善 ，琦 告之“ 勿启边 

衅”。 后有论 若据此 称琦威 胁林， 迫其放 弃严禁 鸦片的 立场。 査 

“勿 启边衅 ”一语 ，出 自民国 年间雷 瑨所编 《蓉城 闲话》 一 书引用 

的戴莲 芳所著 《鹂砭 轩质言 然琦 、林私 语由何 人何时 传出， 

闻 者得自 何处， 皆无 说明。 又检 视此文 ，错 误颇多 ，让人 感到不 

太 可靠。 即便 真有“ 勿启边 衅”一 语， 究系劝 诫还属 威胁， 又可再 

作分析 。 从 后来发 生的战 争来看 ，琦 善若有 此语， 似又有 一定的 
预 见性。 

综上 所述， 我以为 ，鸦 片战 争前， 琦善 与林则 徐自然 不是意 

气相投 的朋友 ，但 若称 之为势 如水火 、积不 相能的 政敌， 也缺乏 

必要 的史料 依据。 称琦善 乘英军 至津而 诬林的 罪名， 似不能 

成立。 

指 控琦善 的第三 项罪名 ，即 他在广 东的所 作所为 ，是 本书第 

三章叙 说的重 点之一 ，这里 只是简 要地提 一下拒 绝增兵 虎门的 

问题。 

据琦 善奏折 ，他于 1840 年 11 月 29 日 到广州 ，12 月 4 日接 

印 视事。 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6 日， 他仍 迷醉于 通过“ 开导” 
解决中 英争端 。 12 月 26 日， 接 到义律 的最后 通牒. 次 H 起 4 次 

增兵 虎门。 由此至 1841 年 2 月 22 日 ，琦善 共向虎 门派兵 3150 

名， 另雇勇 5800 名 ，且 有调拨 火炮等 情事。 ⑩称琦 善拒不 派援， 

致使 关天培 孤军阻 守以致 失败的 说法， 不能 成立。 

最后 ，看一 下第四 项罪名 ，关 丁私 许香港 ，这 是道光 帝革拿 

倚善 的主要 原因。 

1841 年 1 月 7  R， 英军攻 占虎门 口端的 大角、 沙角。 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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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提 出霸占 沙角等 要求。 琦善在 英军的 强劲攻 势面前 ，趋于 

软弱， 复照称 ，英 军若退 还定海 、沙角 等处， 可上奏 道光帝 ，请于 

珠江 口外给 予“寄 寓一所 月 14 日， 义律提 出割占 尖沙咀 

(即今 九龙） 、香港 两地。 琦善答 以只能 选择一 处“寄 寓泊船 '俟 
英方选 定后， 由他上 奏请旨 

可是 ，义 律歪曲 了琦善 的意思 ，于 1 月 16 日照 会琦善 ，声称 
■ 

将“ 以香港 一岛接 收”。 © 在这份 照会后 面还附 有< 另一 照会 ，以 
“私 情致请 ”释放 两名外 国商人 。 1 月 18 日， 琦善照 会义律 ，含 

混其词 .全 文为： 

“ 照得贵 公使大 臣来文 ，均已 闻悉。 现 在诸事 既经说 
定 ，所 请释放 港脚黑 人那密 及法兰 西人单 亚泥， 本大臣 爵阁 

部堂即 饬去员 ，带 交贵 公使大 臣釋放 可也。 为 此照会 

(重 点为引 者标） 

同日， 琦善 上奏道 光帝, 请求仿 照澳门 先例， 准许英 人在香 港“泊 

舟寄居 "，并 称已派 人前往 “勘丈 '待 道光帝 批准后 ，再 与英人 

“酌定 限制” 。© 

从 琦善照 会内容 来看， 明显是 对义律 请求放 人的照 会的回 

而义 律不顾 琦善上 下文的 本意， 捉住“ 现在诸 事既经 说定” 

一 语， 于 1 月 20 日 宣布， 他 已与琦 善达成 了共有 4 条内容 的“初 

步协定 '其 中第 一条是 “香港 岛及港 口 割让 予英王 …… ”，®1 

月 26 日 英军在 没有任 何糸约 依据的 情况下 ，擅占 香港。 1 月 28 

日， 英 远征军 海军司 令伯麦 Oames  J.  G.  Bremer) , 照会清 大鹏协 

副将 赖恩爵 ，要 求驻守 该岛的 清军撤 回。® 奥 方的这 些行动 ，说 

明了 殖民主 义者的 强横。 

广东 巡抚怡 良根据 伯麦致 赖恩爵 的照会 ，上奏 弹劾琦 善“私 

许” 香港。 ©这 说明怡 良未知 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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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的 研究也 证明. 琦 善未与 英方达 成任何 有关香 港内容 

的条约 或协定 。© 

综上 所述， 可以 确认， 琦 善实有 允英人 “寄居 ”香港 之意， 而 

无“ 割让” 之举； 旦 非为“ 私许” ，实 有请旨 奏折。 

核准历 史亊实 ，有关 琦善卖 国的四 项罪名 ，无 一可以 成立。 

然而， 我 们若放 开那些 对琦善 的具体 指责， 从更 宏观的 角度 

看问题 ，不 难看出 ，琦 善卖国 说的根 由在于 ：他不 主张用 武力对 

抗的 方式， 来制 止英国 的军事 侵略， 而 企图用 妥协的 方式， 达到 

中英 和解。 

于 是/‘ 妥协” 即被 目为“ 投降'  而“ 投降 ”又被 提升至 "卖 

国”。 帽 子正是 如此一 顶顶地 歟到了 琦善的 头上。 
如果 我们再 细心地 核查琦 善在鸦 片战争 中的所 作所为 ，不 

难 发现， 除在一 些细小 之处， 琦 善有蒙 混道光 帝的举 动外， 在根 

本 问题上 ，他大 体上是 按照道 光帝的 决策行 事的， 尽管在 广东谈 

判 的后期 他过千 执着而 不惜于 抗旨。 琦善的 确主张 妥协， 何妥 

协一策 ，非 琦善 所提出 ，却 出自道 光帝的 钦萣。 因此 ，妥 协的责 

任， 本应更 多地由 道光帝 来承担 ，而 不是由 琦善来 承担。 若如 

此 ，按 照妥协 即投降 、投降 即卖国 的逻辑 ，身 为“天 朝”大 皇帝的 

旻宁， 岂 非自己 也要“ 卖国” 予“岛 夷”？ 这实 乃匪夷 所思。 

三 琦 善卖国 说形成 的原因 

本书并 非为琦 善翻案 而作。 本 人財琦 善也无 好感。 更何况 

翻案的 工作， 早 在三十 年代时 ，蒋廷 黻教授 就已经 做过。 ®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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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意蒋先 生的基 本观点 —— 把琦善 描绘成 “远超 时人” 的外交 
家。 我以为 ，在处 理鸦片 战争时 的中英 关系上 ，琦 善只 不过是 

“天 朝”中 f 名无 知的官 员而已 ，并 无楕明 可言。 写上如 此一大 
堆为琦 善辩诬 的话， 目 的并不 是辩诬 本身， 只是 为能突 出地思  1 考 

这些 问题： 

为何 把琦善 说成卖 国贼？ 

这种 说法是 如何形 成的？ 

这种说 法的存 在有何 利弊？ 

我以为 ，在检 讨以往 鸦片战 争史的 研究时 ，这 些问题 是十分 

重要的 ，不应 也不能 回避。 本 书以此 为绪论 ，也反 映出本 人的思 

考 过程。 

对 琦善的 非议， 实际上 很早就 有了。 

检视鸦 片战争 的中文 资料， 即使在 战争进 行期间 ，对 琦善的 

指责就 已比比 皆是 & 这类 批评大 多可以 归 类于我 们前面 已经提 

到的 第三、 第四项 罪名。 战 争结束 后出现 的第一 批中 文著述 ，其 

中最 能代表 当时人 （ 尤 其是士 大夫） 思想， 且又影 响到今 A： 的 ，是 

《道 光洋艘 征抚记 > 、（夷 氛闻记 >和< 中西纪 事）。 这枇著 作毫无 

例外地 对琦 善持批 判态度 ，把 他描绘 成大清 朝的“ 奸臣' 
这 是为什 么呢？ 

从 功利主 义的角 度来看 ，这 种说法 首先有 利于道 光帝。 

在 皇权至 上的社 会中， 天子被 说成至 圣至明 ，不容 许也不 

“应该 ”犯任 何错误 u 尽管 皇帝握 有近乎 无限的 权力， 因 而对一 

切 事件均 应该负 有程度 不一的 责任； 但是， 当时的 人们对 政治的 

批判 ，最 多只能 到大臣 一级。 由此而 产生了 中国传 统史学 、哲学 

中的 “奸臣 模式” ：“奸 臣”欺 蒙君主 ，滥 用职权 ，结党 营私， 施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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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 ，致 使国运 败落； 一旦 除去“ 奸亞'  圣明 重开， 万众 欢腾。 这一 

类模式 使皇帝 避免了 直接承 担坏事 的责任 ，至 多不过 _ 用人不 

周不察 ，而 让“ 奸臣” 去承担 责任， 充当替 罪羊。 若非如 、:， 将会 

直 接批判 到 皇帝。 这 就冲犯 了懦家 的“礼 '是土 人学子 们不会 
也 不愿去 做的。 

由此， 我们可 得到一 神解释 ，尽管 “妥协 ”的决 策是由 道光帝 

作 出的， 但是 ，“妥 协” 的失败 责任却 应当由 执行者 琦善来 承担。 

与 此相反 ，若“ 妥协” - 策获得 胜利， 又 应当归 功于“ 圣裁” ，作为 

执行再 的琦善 ，也 不会有 多大的 殊荣。 实际上 ，当 时的一 些史料 

作者 和著作 家们， 已经涉 足于“ 妥协” 的决策 过程, 并影射 首席军 

机大 臣穆彰 阿应当 负责， 但没有 * 个人敢 把矛头 对准道 光帝。 
如果 把这种 只反奸 臣不反 皇帝的 现象， 完全 归结于 当时的 

文化专 制主义 ，那就 低估了 在意识 形态上 占主导 地位的 儒家学 

说的 社会功 能和作 用力。 可以说 ，在 当时的 情况下 ，绝大 多数的 

官僚上 子们之 所以只 枇判 琦善 ，而不 指责道 光帝， 并非出 r •思想 ■ 

匕 的压制 ，却 恰恰出 干思想 _h 的 自觉。 

按照“ 奸臣模 式”， 我们还 町以 同样地 推论， 如 果道光 帝继续 
重用林 则徐， 如果 林则徐 最终也 不免于 失败， 那么， 这种 失败的 

责 任也绝 不会由 道光帝 来承担 ，而 只能由 林则徐 独自吞 食这一 

枚 苦果。 很可 能林则 徐当时 就会被 贬斥为 “奸臣 '很 町 能就不 ■ 

会有 今犬林 则徐的 形象。 

按 照儒家 的学说 ，按照 天朝的 制度， 按照“ 夷夏” 的观念 ，按 

照 时人的 心理， 对于 那些桀 骜不驯 的“蛮 夷”， 唯一 正确的 方法就 

是来一 个“大 兵进 剿”， 杀他个 “片帆 不归％  4 是. 事实却 开玩笑 
般的恰 恰相反 ，在 这场 战争中 ，堂堂 夭朝居 然惨败 ，区区 岛夷竟 

然逞 忐。 这是 一个使 5 时的 史料作 者和著 作家们 大惑不 解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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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但是 ，他 们中间 没有一 个人能 够从世 界大趋 势和中 国社会 
本 身去看 问题， 因而 不可能 看出问 题的症 结正在 于他们 津津乐 

道的夫 _ 文物制 度上。 对于 已经成 为事实 的失畋 ，他们 口不眼 

输， 心亦不 服输。 

既然 “剿夷 ”是唯 一正确 之途， 那么， 他 们也就 合乎逻 辑地推 

论， 战争 失败的 原因在 于“剿 夷”的 不力。 之所以 “剿夷 ”不力 ，又 

被进一 步推论 为是因 为“奸 臣”的 破坏。 仅仅 琦善一 个“奸 臣”显 

然 不够， 于 是又有 浙江的 伊里布 、余 步云， 江苏 的牛鉴 、耆英 …… 

在这些 史料作 者和著 作家们 的第下 ，出 现了 一批大 大小小 的“奸 

臣” ，毎 一次战 _ 失败 ，无 不是“ 奸臣” 作祟的 结果。 与 奸臣截 
然对 立的， 是忠臣 的精忠 报国。 于是乎 ，他 们又以 其笔端 将胜利 

的 希望， 系在林 则徐、 关天培 、裕谦 、陈 化成 等主张 或实行 抵抗的 

人士 身上。 他们的 结论是 ：只要 重用林 则徐， +国 就可能 胜利， 

如果沿 海蕕臣 均同林 则徐， 如果军 机阁辅 均同林 则徐， 中 国一定 
胜利。 

用 忠臣而 摒奸臣 ，这是 中国古 典政治 学中最 常青又 最常见 

的 定理之 一 。 在这些 史料和 著作中 ，奸臣 是中国 传统政 治规范 

的 破坏者 —— 竟 然与“ 蛮夷” 讲和； 忠臣 是中国 传统政 治 规范的 

维护者 ^ 坚决地 不妥协 地“剿 夷”。 这里 而的标 准是十 分明确 
的。 

顺便说 一句， 林则徐 当时之 所以得 到喝彩 ，并非 其“知 夷”或 

“ 师夷” 的工夫 ，对于 这些当 时并不 受欣赏 的内容 ，时 人大 多不清 
楚 ，林 则徐本 人也不 宣扬。 他得 到众人 的拥戴 ，正 是他表 示出与 

“逆夷 ”不共 戴天。 

不能 说用忠 奸的理 论来解 释鸦片 战争完 全一无 是处， 因为， 

在 一定程 度上， 它也概 括或反 映出一 部分官 员英勇 珣国，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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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贪 生怕死 的历史 真实。 但是 ，这种 理论确 有其致 命伤： 

忠 奸的理 论所能 得出的 直接结 论是， 中国欲 取得战 争的胜 

利 ，只 需罢免 琦善及 其同党 、重用 林则徐 及其同 志即可 ，不 必触 

动中 H 的现 状。 也就 是说， 只要换 几个人 就行， 无 须进行 改革。 

忠奸的 理论所 能得出 的最终 结论是 ，为 使忠臣 得志， 奸臣不 

生 I 就必须 加强中 国的纲 纪伦常 ，强化 中国的 传统。 也就 是说， 

鸦片 战争所 暴露出 来的， 不是“ 天朝” 的弊陋 ，不是 中华的 落伍; 

反 而是证 明了中 国的圣 贤经典 、天朝 制度的 正确性 ，坏就 坏在一 

部分 “奸臣 ”并没 有照此 办理。 于是， 中国 此时的 任务， 不 是改革 
旧体制 .而是 加强旧 体制。 

由此 又可以 得到一 种解释 ，那 些没有 办法找 到中国 失败真 

正 原因的 史料作 者和著 作家们 ，正是 让“奸 臣们” 承担了 本应由 
中 囯旧体 制承担 的责任 ，从而 就像保 全皇帝 的名誉 那样， 保全了 

b 

中 国的性 理名教 、文物 制度的 地位。 在这里 ，琦善 不仅做 了道光 

帝的 替罪羊 ，而且 还做了 中国旧 有道统 的替罪 羊^ 

需要说 明的是 ，忠奸 理论和 “奸臣 模式” ，井非 是鸦片 战争史 
独有 的现象 ，而是 中国传 统史学 的常用 方法。 正 是它具 有掩护 

君主 、掩 护道统 的持殊 功能， 因而屡 屡被官 僚士子 们用来 解释那 

些他们 不能解 释或不 愿解释 的历史 现象。 这 种理论 和模式 ，经 

过他 们长久 的宣教 ，成 为老百 姓耳熟 能详、 最易接 受的历 史分析 

法 ，并在 今天仍 有其影 啉力。 正是 在这么 一个基 础上， 琦善的 

“奸 臣”形 象很快 得到了 公众的 认可。 
综上 所述， 我以为 ，鸦片 战争时 期的史 料和鸦 片战争 之后的 

早期 著作， 对琦善 所作的 "奸 臣” 形象的 描绘， 不管 其具有 几分的 
历史 真实， 因其理 论上的 局限， 在 总体上 仍是错 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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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 （春秋  >， 为警 世计， 以 周礼为 标准， 立“善 善”“ 恶恶” 

的 原则。 这一 被中国 传统史 家普遍 承认和 接受的 观念， 也被他 
们广泛 地运用 于各种 著作中 t 以规 范现实 生活中 人们的 思想和 

行为。 

“善善 ”“恶 恶”是 中国史 学的传 统准则 a 它酎粘 于史籍 ，却 
着眼于 现实。 

从 “夷夏 ”的观 念出发 ，.对 于“ 逆夷” 的肆虐 ，“剿 夷”本 是应有 
之义。 从近代 民族主 义出发 ，对 于外来 的侵略 ，抵 抗本是 应有之 

义。 这 就为不 同时期 不同类 型的研 究鸦片 战争的 史学家 ，订立 

了大 体相同 的评价 是非的 标准。 “剿 夷”和 反抗是 正确的 ，与此 

不同 或对立 的一切 行为， 都是错 误的。 

鸦片战 争后， 列强 对中国 的军事 侵略并 未中止 ，接连 发生了 

第 二次鸦 片战争 、中 法战争 、中日 甲午 战争、 八国联 军侵华 战争。 

民族危 机空前 严重。 至本 世纪三 十年代 ，日 本更是 欲灭亡 中国。 

在 这么一 个世道 面前, 前期的 士林学 子和后 来的知 识分子 群体, 

为警 世计， 对历史 上的一 切主张 妥协、 投降的 官员， 无不 进行猛 

烈 的抨击 ，对历 史上的 一切主 张抵抗 的官员 ，无不 加以热 情的褒 

颂。 很明显 ，这 一时期 对琦善 之流的 批判， 无疑是 对当时 一切主 
张妥协 、投降 的人们 发出讷 瞀告。 

面对本 世纪三 、四十 年代日 本疯狂 侵华的 局势， 当时 中国政 

府官员 中任何 妥协的 主张， 都 是后来 投降的 托词， 其最终 必然走 

向 卖国。 此中 的典型 ，就是 早期功 名显赫 最后人 皆不齿 的汪精 

卫。 “妥协 4 投降 4 卖国” 的模式 ，在 这一 时期的 现实生 活中有 

许多 原型。 大约也 就在这 一时期 ，妥协 ”即“ 投降” sr 卖 国”的 

模式 也被大 量地运 用到历 史领域 。 琦 善也就 从原来 的“奸 臣”， 

变成了  “卖国 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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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拜 的角色 变换， 反映了 那个时 代人们 对一 切向帝 国主义 

妥协或 投降之 荦 的敌视 。历 史学 是讲究 客观的 ，但 历史 学家的 

主观意 M， 总是+ 断地被 揉合到 W 史著作 之巾。 这 M 面， 一部分 

人-足 因为现 实中的 对帝国 主义的 仇恨和 对妥协 、投 降官 员的蔑 

视， 而表 现为存 : 史学苫 作中的 不自觉 ，一部 分人却 是自觉 地举起 

巳被当 时史学 界认定 力错误 的“善 善”“ 恶恶” 的标准 ，贬斥 -k 张 

妥 协的 琦誇之 流的 一切， 推崇; K 张抵抗 的林则 徐 等人的 一切。 

琦与林 ，以 前所未 有的对 t 程度 出现丫 ，成 为不可 调和的 两极。 

于是 便出 现了  一种 现象， 史学 理论中 反神话 、反鬼 化的学 

说 ，与史 学著作 中的神 话 或鬼化 的实践 ，同 时并存 不悖。 原来由 

个人 的情感 、主 义的差 別而无 意造成 的“将 K 迹放大 '此 时在现 

实需 要的驱 使下， 在 “善善 ““恶 恶”原 则的运 用中， 已经人 为地将 
真迹 尽最大 可能地 放大。 他 们用激 昂的文 字告诫 人们， 妥协是 

最为 p 了卑的 ^ 这种为 警世而 作的历 史著作 和文章 ，已 经超 出了 

W 史研 究的范 ffiL 而成为 1 种 宣传。 

1931 年 11 月 ，即“ 九一八 事变” 后的两 个月， 东北局 势吃紧 

之时， 蒋廷黻 先生在 《清华 学报》 上发表 《琦善 与鸦片 战争》 一文， 

大力称 赞妥协 性的琦 善外交 ，贬斥 林则徐 的盲动 .这 不能 不引起 

包 括史学 界在内 的众多 中国知 识分子 强烈且 持久的 反弹。 联系 

到 这一时 期一部 分知识 分 +的“ 低调俱 乐部” 的言论 .蒋 先生的 

t 仑文 ，也被 一些人 g 为另一 种主张 的宣传 。③. 
宣伶 与研究 不同。 

当 时宣传 的目的 ，在 于激励 民众， 义无 反顾地 投身于 反抗日 

本帝 围主义 侵略的 民族事 业。 历 史上的 人物和 事件， 只 是宜传 

家手中 的道具 ，原本 不用去 详加考 证的。 至于研 究的性 质和目 

的、 已 有足够 多的研 究者说 了足够 多的话 ，任何 ^ 位读荇 都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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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此中的 差异。 

史学的 情况还 有点特 殊性。 它本 来就具 备宣传 的功能 。自 

孔子作 《春秋  >  之后， 中国传 统史学 的宣传 功能尤 其为人 所重。 

“善善 ’’ “恶恶 ”原则 的长存 ，相 当大程 度上是 适应了 宣传的 需要。 
长久 以来， 中国 史家经 常将自 己 混同于 宣传家 ，或 热衷于 为宣传 

家服务 ，于 是便有 了“摆 大钱' “借古 讽今” ，影射 史学” 等等说 

法。 尽 管宣传 只是史 学诸社 会功能 其中的 一项， 艮还不 是最重 

要 的一项 ，但是 ，在空 前的民 族危机 面前， 史学家 不自觉 地或自 
觉地 扮演了 宣传家 的角色 ，乂是 今天的 A 们非常 容易理 解的。 

我们今 天不应 否定这 种宣传 的正当 性和合 理性， m 回过头 

来 ，又不 无遗憾 地看到 ，这 一段 时期的 鸦片战 争研究 ，虽 在国际 

态势 、英国 内部状 况等方 面取得 了进展 ，但仍 以琦善 、林 则徐的 

对 立作为 叙说的 主线， 只不 过分别 把“奸 臣”、 “ 忠臣” .变 为“卖 

‘爱 闰”; 把“ 抚”“ 剿”改 为“投 降”“ 抵抗 '等 等而已 

“奸臣 模式' 宣传家 的角色 ，说明 了以往 的鸦片 战争史 .包 
括琦 善在内 的许多 问题, 仍需 要考证 、分析 、评 价。 然而， 最近几 

十 年的种 种情况 ，又从 许多方 面限制 r 研究的 条件和 气氛。 

直至 今日， 我们看 到的鸦 片战争 史的主 要著作 、论文 和众多 

中 国近代 史著作 中对此 的叙说 ，似 乎大多 都继承 了以往 的基本 

论点。 批判 性的工 作刚刚 开始， 但 又不自 觉地收 住脚步 为数 

不少 的论文 和著作 ，似 乎只是 将原有 的结论 更加完 善化， 加以时 

代的 标记。 在一些 著作中 ，似 乎是 以林则 徐为代 表的爱 国抵抗 

路线 ，与 琦善为 代表的 卖国投 降路线 对立消 长的两 条路线 斗争。 

而在 另一些 场合， 又 让人看 起来似 乎是在 赞扬的 高度或 贬斥的 

力度上 竞赛， 看谁捧 得高， 看谁骂 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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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 争以后 ， 尤其 是最近 几十年 ，中 国的状 况已绞 发生了 

r 变 ，已经 使历史 学家对 清王朝 的实质 、对 整个 中国近 代史有 r 

更深刻 的认识 。 但是 ，这 种新认 沢似 乎没冇 改变 鸦片战 争史的 

旧结论 ，反而 与它们 _杂 揉合在 一起。 由此而 产生了 H 前鸦片 

战争基 本观点 的矛盾 现象： 

在 总体方 西承认 ，鸦 片战 争的 失败 在于中 国的落 冱 ； 在 

真体叙 说上又 认定， 落仕 的一方 只要逆 持抵杭 t 就有可 能 获 

得脬 利。  „ 

在 总体方 沒承认 ， 清王朝 眛于 世 界大势 ，无 力挽 冋颓 

势； 在 具体钗 说上 又汰定 ，林则 徐等入 代表了 正确 的 方问， 

只要他 i ; 的主张 得以 实钝 ，中同 就有 救。 

这 种不和 谐的论 点放在 -起 ，反映 出历史 学家的 深层意 识一一 

不服输 的心气 ，总 认为中 M 当时还 不致于 不可 挽回 地失畋 ，还择 

佴 希望 获胜。 这种不 和谐的 论点被 放在 T 一起， iH 是 W 史学家 

在 内心中 把愤懑 和希望 放在丫  -起。 
历 史学家 这种不 服输的 心气， 从本质 L 说来， 仍足对 多灾多 

难的 祖同的 挚爱。 

四 本书 的主旨 

从 以 上“琦 菩卖围 ”的 探讨中 现出 来的 问 题是： 
鸦从战 争的失 败，究 竟应当 IU 结 中 H 的落后 和保守 ，还足 

应与 lU 结于 骑® 等 人的卖 「s  ? 当时中 rs 的正确 2 途 》 究 萣 iHW 

底地改 弦更张 ，还 是只 需重 用林则 徐等力 t 抵抗的 官僚〃 

前 者 从中闻 社会 的角度 来符问 题 ，解 决起求 ■十分 困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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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似更注 ®  T 人物 的褒贬 ，对策 又似 明快 简单。 两荇 之间， 打着 

认识深 度上的 差别。 

以纪传 体为止 宗的屮 国传统 史学， 过 多地汴 重了 人 物的褒 

贬 ，历 史著 作中登 场的历 史人物 ，身上 都带着 明显的 标签。 若队 

央㈡的 « 面上看 问题 ，就 会发现 ，琦 善也罢 ，林则 徐也罢 ，个 人毁 

醬# 小， 探究其 屮之理 事大。 

如果我 们 把已 经 提出的 问题和 在本 篇绪论 中不便 展开的 w 

题， 全部放 在一起 思考， 问 题的核 心就屐 现于面 前， 那 就是： 

在当 时的情 况下， 中 M 能否 取得鸨 片战争 的胜利 7 这是一 

场 胜或负 的结局 皆有可 能操作 的战争 ，还 是一场 必定要 失败的 

战争？ 当时清 政府中 有没有 人可以 领导或 指汙这 场战争 获得胜 

利？ 加果战 争必败 ，我 们又该 如何评 价这段 历史？ 

毫 无疑问 ，历 史不会 改变， 战争 的结局 也不会 改变。 但是， 

历 史学家 在研究 、分析 、评 价历 史时， 总是 会法意 到肖时 未被采 

纳 的建策 、未被 利用的 条件， 总语会 注意到 W 史可 能出现 但未能 

出现的 转机。 也 就是说 ，他们 心中有 许多“ 如果” 、“可 能” 、“厅 

- ”之类 的假设 ，离斤 广这些 ，他们 无法研 究历史 ，而 只能 成为历 
史的 宿命论 ff 。 

那么 ，假 设我们 把历史 学家心 H 中的当 时可能 实现的 假设， 

统统 摆出米 ， 冉探讨 一下， 如果 这些假 设实现 ，是否 会改 变鸦片 

战争 的失畋 结局？ ■ 

问题一 下+变 得如此 简单， 但要解 决这个 问题， 又似 变得更 

加 [木 I 难。 

如果我 们把视 野放大 .从今 天的角 度去探 W  15(>  多 年骱这 

次战 争的® 义。 我们 会首先 看到， 这场战 争把中 国拖入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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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此汗始 、中 1M 遭受 了列 强的 瓦收 蹂躏； 从 此开始 ，屮 W 人 经 受 

了 寻找新 Hi 路 的百般 苫难。 

捫 片战争 的真总 义 ，就 S 用 火 与剑的 形式 ，告 诉屮 M 人的使 
I 

命：中 闽必 须近代 化 ，顺介 山:界 之湖流 。这以 今天历 史 7 界都会 

同意的 观点。 

r  1 个 卡世纪 。 我们 曲前 的一切 诉我 1T〗 这个 

Wt 使命 还没有 完成。 中闽 依旧 落) a。 我们 述经 常而对 着那些 

铃困扰 前几辈 人的老 问题， 以致 我们仿 怫能 丘 接走 进历史 而纪 

马一 个角色 」 

当然 ，我 们也有 理由将 ，切 责任 都推给 历史。 爭实上 ，我们 

也从历 史 中找到 许多汜 可辩 驳的原 因： W  // 列强的 ® 略， 竚济戕 

子薄弱 ，人 I-.1 基数 太大， 等等。 何是 ，我们 在 历 史中肴 得最少 的 

公， 中国人 在这个 过程中 究竟犯 了哪些 错误， 尽 管历 史已经 明〆」 

无误 地说叫 ，我们 m 过错 误。 

历史学 最基本 的价值 r 就在于 提供 错误， 即失败 的教训 。所 

谓 “以史 为鉴” ，正 是面对 错误。 从 这个意 义上讲 ，一 个民族 从失 
畋中学 到的东 西 ，远远 超过他 们胜利 时的 收获。 胜 利使人 兴奋. 

大败使 人沉) iL  一个沉 思苕的 K 族往往 要比兴 奋中的 民族吏 </ 
力 学木应 当提 供这冲 力 M。 

正 S 为如此 ，我选 擇鸦片 战争这 -中国 近代化 理应发 生的 
起点 ，专门 分析中 围人， 尤其 娃决 策荇们 ，宂竞 犯了什 么错误 以 

及 如何犯 错误的 ，试 H 回答 _些 问题 。 这 部书不 4 能回 答鸦片 

战肀丰 身提出 的一切 问题， fti 我尽 力为这 些问题 的真解 快提供 
一些 素讨。 

对干帝 a 主义的 侵略 ，对 干西方 文明的 冲击， 对于 资 本主义 

的挑战 ，现 巳有 厂足够 多也足 够好的 著作和 论文。 本书叙 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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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是作 为其反 面的清 王朝。 为此， 本书 对战争 中涉及 淸王朝 

的种种 史实进 行考证 ，对 种种 陈说予 以分析 ，并对 这次战 争中的 

i: 要人物 加以评 论。 
I 

今天 ，我们 已进至 20 世纪 90 年代 的中期 ，令 人激动 的新世 

纪即 将 到来。 站 在世纪 末 的高度 ，社 会科学 家就不 应当仅 仅憧 

惯着 新世纪 的辉煌 ，而有 责任对 本世纪 的学术 进行一 番总结 

我以为 ，此中 第一个 需要总 结的， 正是历 史学。 人 们只有 明白地 
巷淸 r 过去， 才能清 晰地预 见到 未来。 

正 是 这么一 种感受 .使 我不揣 鄙陋， 重新写 rr 鸦片 战争这 
一段 历史。 

在本 篇绪论 即将结 束之时 ，我还 要说明 ，历史 学家生 来俱有 

无可排 遗的民 族情结 ，不 应当演 化为历 史 研究中 对本民 族的枏 

护。 抱 看这一 观念， 我在 对清王 朝的批 判上， 无 论是妥 协的主 
张 ，还 是抵抗 的主张 ，都是 不留情 面的。 

— 个民族 对自己 wai 的自 我批判 ，正 是它避 免重蹈 历史覆 

辙 的坚实 保证。 

注释 

①  <淸 史列 传》， 中华 书兄， 1987 年 ，卷叫 ◦，本 ft 。 

②

 

 

L  H  ] 佐佐木 TE 哉： 《鸦片 战# 乃趼究 >( 资料 篇） ，近 代屮 W 研 究委 

U 公， 1964 年， 尔京 „ 

③

 

 

■{鸦 汁战 ，新 史料） 中录冇 民间 流传 的琦 舞抄 家的沾 单：“ 番银- 

r 万儿， 黄金叫 
汀 二 二两 钱， r^Aam  

\- 九粒， 抹吊二 
t- 四 付 （计人 

小七呀 四十八 粒） ，玳瑁 架床 一 f 寸 .瑚珠 卜八 社， 大小卩 --] 鸣钟十 八件， 金钱 

u  I- --件， 家乐班 行装 卜八靳 ，貂褂 卜叫 件， 蟒袍： w 八件， 匕籍 a::i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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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有淸单 ）， 士:巧 __ .个 ，料狮 ：个， 翡翠班 f- 八 ]_，珠 灯八伞 ，红呢 铺垫人 

小 -: 十 f\h 水晶 澡贷 一架 ，私餐 叫十 _Ti\ 药付 十九札 ，彩帐 f_  : 件， 泥金 

皂笼 _:付 ，铜十 :付 ，风尥 - n 轿车叫 套 ，大 小牲畜 _ .十八 头 ，人呢 

崆幔羽 衣 ：件 ，零 M 缎匹 细件 -- 盯'  A: 隶斤 设典 当四处 （I* 成 、永 

hi 、大 成、 f]」: 成 ） ，盛京 饵 3  .二处 （米 成、 榀成 FH  m  -:.  -h  rn  tjrlT 祖遗 W 
四 l_N, 店戌 ■& 房八 l__  •处 .楠木 岛甓九 I -四件 ，见中 围近代 i 料 

M  PK 鸦片战  >> (以 T 简称 <鸦 片战卞 > ) 第 3 册 ，第 433 页 = 

此外， ■(人 冠 你， 琦甚 家“抄 出黄金 六汀八 h 二 斤 ，裉 -千七 盯九丨 _ 

叫  iW， |- -筘'  1: 书 ，第: M6  V[) 

(d)  < 鸦片 战卞档 案史料 X 天津 心籍出 版 让， 1992 年 ，第 3  M, 第 198 

•K- 奕经述 在该# 屮偈 髂出 一个 冇趣 的鲁实 ： 1824、 1825、 1826 平， 琦善分 

别 l-j\W^mK 吊域 1 陈士 ：  b 、 杈添讨 f>  在弋渖 大沽 等处 Jr 设义和 、全 

利 、时和 ： .家当 铺， W 家川 资钱两 /FM】，^il_A 万串 。由 i: :与时 筇止它 M 

汗设 气铺 ，琦 善便 让其 家仆 王幅 出名， “  W 立公 中合同 '王 幅还派 人婪加 

3 浦的管 AL 琦 If 的敛 钱尹段 ，出此 。厂 見 H 

⑤ ■(枵 片战 ■? 十」 案史 料》 第 3 肌 s  m  459  f  460 豇。 

©  ■(鞟 办奕务 始末) ■ 通 光 朝 ，屮 华书 卩， 1  %4 年， 笫 2 册 ，第 824  K 。 

⑦

 

 
■{筹 办贞务 始 本)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1000  1001  ̂   , 

⑧

 

 

〈鸦 片战争 打案史 料>第 3 肌 ，第 459  _〕!：：= 

⑨

 

 

《鸦 片战华 « 茉1 七料>第3 册 ，第 475 豇。 

⑯  《::机 处公 讯鲍 鹕供 词》， ■(鸦 汁战肀 >第 3 册 ，第 252 页。 

⑪ 义律 致巴 忐疗， 1841 年 6  ；3 〖6  H， 转引 0 佐灼木 1厂 哉；  < 鸦片战 

争研究 ， . 一 从典 军进 攻广 州到 义律 被免职 >, 第八 邢分 “对 琦善的 卟判' 

(丨丨 ■(近 代中国 >第 11 饴） 

⑫ 无独 介偶， 4 肟米 伊电 布被贬 斥时， M 光帝又 让裕廉 密奋伊 M 布 

与诉 人冇 尤私 相馈赠 情事， 町见 这种流 H 的 掙 遍性。 

⑬ 从世 界历 史来看 ，“大 卜_ 共主 ”的观 念并汜 中国独 有。 ■*: 欧洲和 

时呢， 火帝 闰的君 k 都钤 ☆称自 己足 “天下 共 ir- 这 在地埋 人发 现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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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吋 K； 怂不 新鲜 的。 中14的叫 题仪在 f 没 到， 随 着地押 知 i ■只 的增 

tov: 与抛弃 这冲 错吊观 念 ，反而 足 r/;_ 百叶 地加 以修 补。 至淸代 ，这种 

“夂 卜共 _KM 的观念 L2 纶足 •漏制 疔出， fli 统 治荠为 广 纟免治 的耑费 ，仍 坚待 

⑭ 中国 的藩属 闽与两 方的殆 民地完 令+同 v 这表现 为：一 、宗 i-  W ▲ 

小_ 谋取持 殊的经 济利益 ，在 朝贡中 义采用 “薄纳 厚 赠' + 的政策 ，使藩 的 

刟# 成为 有利 f T® 的 fi,S. .即 “糾 贡贸易 '二、 在政治 上， 藩厲国 料主的 

n 的在 f 维护 艽地 位， 以 is-m^-^mm^jj 來对抗 、压制 国 内反 对派。 而 

c 彳 .:闽 又通过 文 持藩属 n 的封主 ，减 少外族 的入 保待 边境的 安全 。从 

玷种 意义 h 说来， 7 滿 关系是 - 种地位 不平等 的政诒 m 盟 关系。 

⑮ 此处将 叫方谷 (4 列为 if 化外 '记 从诏 钮与西 : /r 荇㈤ 的实 际芜系 

1M 确定 的、 而 3 时的 一咔 淸朝 甘史， 为货 染盛世 的“万 邦米王 '将 英围等 

凼列 为朝 贡国。 清朝的 …些官 疗 文书 ，也 有这种 记载。 甚乍 :当时 先迸的 

屮 I 与人， WfE 礼部 卜:客 n_]Uf 的龚 自珍也 不例外 ，谓： "我朝 蕃服分 一奘， 

“朝向之_，有隶理藩院#,有隶 ]_ (客司 …… 隶匕客 3荞， 口 朝鲜， n 

越南 ，门 南肀， n 缅甸， 门苏 梂， 「d 暹罗 t 臼 荷兰， 臼琉球 ，曰 西洋诸 Mb 西 

rmt4.  博恥 都诸 利亚 ， - h m 达驭亚 t  -闩 博尔 都噶尔 ， w 英咕 
叶]。 「1 朝鲜 至琉球 ，贡 有额 有期 ，朝 有期。 叫洋沾 国， 贡无定 额， 无以 期, ， 

K  h 客 村 述略） ，《龚 穴珍全 柒>， h 海人 R 出 版社， 1975 年 ，第 ns 全： U9 

DO 述湄说 明的记 ， 西方人 见到 将他们 的 N 家列为 軔贡闰 ，必 然生怒 ，认为 

m 对他 w 的 k 辱 ； 而 清朝的 官绅 _  l 广 们 却不这 么认为 ，他 n 将此作 为-神 

襃扬 ，即 “化外 ”之邦 么心 U 化 '是一 种进歩 。 

⑯ 除 国名外 ，当时 在坷斤 的人名 、船 朽亦加 "口” 字旁： ̂ 本书采 W 丐 

时泎 法的函 名 、 人 名 H 除在 行文 中 *  7 片特 别意 义的， 皆删去 "口” 字 

旁。 

©  踔 管气吋 外围 商人 在粤海 关交纳 甚多， 但 绝大部 分作为 陋规和 

贿赂进 7官员、 行商 的私餐 ，上交 朝廷的 正税每 年仅为 一 白 —万两 ，占 淸王 

朝财政 收人的 W 分之 〔至百 分之一 1 心彳 ̂  因此 ，清 朝皇帝 时常有 “K 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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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z  对 屮断对 外贸 m 

W  A 坤认为 .“卉 屮外 之防， 4 :体制 ，该负 劳乎 有兄此 订 职 ， 

允从 fV  j  i； 肷中 .，即 使％ 系该 N 宮 贤 ，亦 不 能 S  A； 朝 mitTfitTU-,  i<-^M 

体 ，木忡 ff) 涉辽就 ，致 i+  f 姑 ， 他 卜令巾 断屮外 贸易以 对抗 。未 久， 

卬劳 FV .病故 ，德吒 吋 （h  F.  Davis) 继 伃 ， 屮 外 贸鉍恢 s 。 u 杓片 战争忾 案史 

料 i ■笫 1 册.沁 146 个 ： 16S  liO 

I®  (朽 片战  > 忾 案 4 料> 第 1 册 ，第 329 奴 罕 331 奴： 

I®  (灼 汴战 $ 忾 f 案 屮 _Hf> 第 1 册 ，第 223 吖 ： 

㉛  d 办 4i 务 始米》 近光朝 ，策 2 册 ， 第 629 奴。 

■©  fV: 佐木 il: 战：  战争 O 妍充 >  资枓篇 ，第 44  ̂  

㉝ （H: :  ■(中 屮帝 [>] 付外: X：- 系史 X 二 联朽店 ， 1964 年 ，第 I  第 

72”: - 

㉝ …冲舟 #析 中 使 用曲笔 ，以 试探迫 光帝的 口风， iff  :  “总之 ，势成 

枳《, 骤难挽 凹， 屡迮周 咨博 采，存 谓应行 m 降年 ia 章 ，准 n 贩: ̂ 入 义， 加 

w. 税银 …… n 谓应 弛内 地栽种 m 粟 之禁， 使吸 烟者火 : 食上音 …… n 说均 

不为 允见 ，然与 怂令 旮违 …… 1 ■(代 片战争 W 案史料 >第 1 册 ，第 166 卩〔） 道 

圯帝 对此全 然拒绝 。 

©  仵乃 济此时 卜 奏， B 有 梵机， 按 M 清 政府的 规定， 每 年年底 ，锌 

栉督 抚等沏 专折桊 报本宵 内吸食 、种植 鸦片的 情形。 行久 而虚应 故_ ，皆 

成良文 。 忤锊: A： 吏尤 不虚报 ，道 光帝 对此 类公 文也巳 生 倦。 】 836 年初 ，道 

光帝仵 W 两江总 督林则 徐 、江 柙巡抚 周之琦 、断 江巡抚 乌 尔恭额 、护安 徽 

巡 抚佟景 文等人 的旁折 .h 宋 批：“ 胱无尖 食鸭片 之人， 6 明岁 为始， 毋 WH 

奏：: ”（< 鸦片战 7 叶」〗 案史料 >第1 册， 第 1幻 至] 97 豇） 很口 r 能许乃 济得知 r 

这 -消总 ，认为 la 光帝 对鸦片 的态度 有所 缓和 ，方 上奏弛 »。 许乃济 b 奏 

追光 帝下令 广东甘 M« 复。 两广总 督 邓廷桢 等人表 示赞同 。 （同上 

书 ，第 2M 至 :  210  JJOG 内阆 7ir 朱 嶒、 沿 3? 中许球 、御 史彭玉 麟等人 1-^ 

反对 ■: (<复1彳_ 学报 >1978 年第 1 期：< 朽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L 册 ，笫 213 ■ 

^  217  (() 道光帝 终木 -MS 弛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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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1 册 ，第 292 罕 :  295 页。 案 ，这一 吋期的 

疆臣 议奏 ，与肟 來湘 、淮 系把持 地方权 力时不 齐 地人吏 在政治 卜 -并无 

定见 ，惟以 揣摩皇 帝旨意 为能事 ，以 讨皇帝 欢心。 琦 善在这 一方曲 堪称高 

f-, 他 M 意严禁 ，并 非表 示其历 来对鸦 片深痛 恶绝， 而是巳 看出道 光帝的 

芑向， 投机适 后米在 天津学 获烟贩 也祕此 类,- 各地 疆臣的 29 份 蒡折， 

无一不 i: 张严筇 ，就 连⑴ 来倾向 弛禁的 广东也 不 例外 ，这种 〜>: 前的 -致 K 

能说明 帝总明 削， 谁 m 不敢1 *4 险以 忤圣心 1 道允帝 决 心严禁 后， 装然将 作 

乃济休 致。 。 些论 者以是 否同总 黄爵滋 ” 吸食 各诛  '为弛 焚 或 严禁的 [X 

别 ，似 +能成 i  我 将在第 ：章屮 对此进 行讨 &：■  ftl 认& 春折来 A 灯邛 

人 ri 对 此卄严 禁的 决心 ， 如林 甽徐等 人， 冇些大 um 对此# 似乎 不太淠 

心， 复奏亦 + 得要领 ，但肴 + 出弛禁 的倾彳 (_K 

@  (n)\ 战争档 案史料 >,笫 1 册 ，第 354 七 356  !；〔， 笫 3M 至 366 

M， 第 3^1  ¥.  393 页 ，笫 401  页。 

©  ■(杓 片战争 挡案 史料) ■第 1 册， 第 449 苋。 

㉙ 林则 徐致刘 诖紹信 中称： “查拿 鸦〗 V —事， 沿 在楚所 获烟上 、焖 I 

诗， 己# 者一万 _  r 余两， 米 奏者亦 有此数 /’（< 林则 徐书简 >增|1 木 ，福建 

人民 出版社 ，1牝5 年 ，第 44 页） 两厅两 之数， 巾此 推定、 

㉚ 以往的 论者， 多据 《道 光洋 艘征抚 记》， 你道 光帝见 到林则 徐奏折 

上称 ，“烟 不禁绝 ，国口 贫 ，民 n 弱， I- 余 年后， 岂 惟无可 筹之饷 ，抑 且 无口 r 

用之兵 '大为 震动 ，遂命 林则徐 进京。 然从 清代档 来肴 ，情况 完全+ 

同。 道光帝 收到林 则徐有 上引内 容的附 片后， 并未留 F 任 何朱批 、朱点 、 

朱画 ，亦 无上谕 下发。 而 1() 月 25 日 ，京 城发现 m 亲 k 等吸 食鸦片 ，给 道光 

帝 以很人 刺激。 11 月 8  道 光帝收 到琦# 的奏折 ， 得知 天津査 获鸦片 13 

万两 ，感到 情势严 a, 遂于 it 月 9  h  f 令调 林则徐 进京。 （邮 永庆 ：（ 有关 

馔 烟运动 的几点 新认识 历 史档案 >〗 明 6 年第 3 期） 允于 道光帝 为何选 

派林则 徐负贵 禁烟 ，我 将在第 二章中 仑。 

㉛ 《箬办 夷务始 末13 光朝， 第 1 册 ，第 3 仙！ J1:。 

㉜ 这位军 宫与 1838 年韦舰 队至广 ¥ 的东 印度舰 队司令 乌他 f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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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灯 这份 之件 中 ■< r  I 叶即 以饮 ■^人 ] 林加何 歧 w 处 m 」i_「 w 科柯 

人芹 W 订 ， M 支陈叫 ^1^JJ1  -iiriVr.^. 木 f  K 战卞 A 研 究》 资料 m  , 

吊 8  1)0. 吋见琦 4 他 fc 之 ii 沣 n  ̂   ̂  Ui 

y  陈肿 奸: t 屮 的论 《 休刚徐 /I-: g 功祁足 圯 w >对 此进 h 「很 奸的 

分 A,  iAU 林则徐 ~ 杓片战 界氐 镐》 增 i 「 本 ，中山 尺 〒出 版 代 s  I 叩(； V , 筇 

1 1  m  6 吖 

®  (林 则徐 ft.》 丨  f  U：, 中肀  1%2  V， 第 226  V: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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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的批判 ，几 经脩 汀后， 批 判的锋 芒减弱 r, 而仅剩 k 对 一岬问 题的考 

iiE,  1983 年， 姚先 千. 又著 < 鸦片 战争》 ■书 （湖北 人出出 版社） ，几萨 肴小到 

他背年 批判的 锋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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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J 章 

清朝的 

尽管现 代人已 对战争 下了数 以百计 的定义 ，但 是， 战 争最基 

本的实 质只是 两支军 事力量 之间的 对抗。 

鸦片战 争是清 军与英 军的军 事对抗 ，要 判断 清王朝 能否获 

胜 ，首 先就得 考察清 王朝的 军事力 M， 并 参照英 国远征 军的力 

进行 评估。 

武 器装备 

如 果我们 用一句 话来槪 括鸦片 战争时 期中英 武器装 备各自 
的 水平， 那就是 ，英 军已 处于初 步发展 的火器 时代， 而清 军仍处 

于冷 热兵器 混用的 时代。 

至 m 军使 用的冷 兵器 ，即 刀矛弓 箭之类 ，只 目繁多 ，记不 

胜记。 好 在 这 类兵器 具有直 观性， 艽使用 方法及 效能， 也 为一般 
读苦 详悉。 这 里東点 放在清 军使用 的火器 

人们对 T 鸦片 战争时 期的淸 军火器 ，常 冠以“ 太枪土 炮”之 
iff. 假如 这仅 仅指 制造若 ，甚 宁: 制造 T 艺而 言 ，似 乎也有 逍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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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就 火器的 型制 样 式说来 ，却 婭 一种误 解:. 

火药 和 管型火 器 都姑巾 m 发明的 ，似巾 ra — 直处于 前科学 
吋期 ，没 有形 成科学 理论和 艾验体 系 ，使 得中同 火器的 发 展受到 

rm 本性 的制约 。 甲鸦片 战争时 ，淸弔 使用的 火器， 它要 不是中 

[司 发明 研制 的， 而是仿 造明 代引 进的“ 佛郎机 ” ，鸟铳 ”、“ 红夷 

炮”等 四方 火器 样式制 作的。 由此可 以说， 清军使 用的是 自制的 

老 式的“ 洋枪洋 炮”。 就® 制样 式而 TT， 与英军 相比， 楂整落 &了 
200 余年 

清军使 坩 的鸟枪 ，其原 型 4 追溯至 1548 年 （明 崧靖 二十七 

年） 的前 萄牙 火绳枪 此后几 经改良 ，成 为: +: 要单典 火器 之一。 

鸟枪是 种前装 滑膛火 绳枪。 发射前 须从枪 装填 火药, 

再塞 入弹九 .以 火绳为 点火装 根椐 《皇 朝礼 器图式 火器》 ，淸 

平鸟 枪的 种类达 58 种之多 、大同 小异。 其中 装备 最多的 是兵丁 

$ 枪。 

兵丫 乌枪用 铁制成 ，枪投 2.01 米， 铅 弹丸重 i 钱 ，装 填火药 

3 饯。 射程约 100 米。 射速为 1 至 2 发 / 分钟 

英 军此时 装备了 当时世 界上比 较先进 的两种 军用枪 ：一是 

怕克式 （Barker) 前装滑 膛燧发 枪。 其 点火装 H 为磨 擦燧石 。枪 

身长 L.16 米， 口径为 15.3 毫米， 弹丸重 35 克。 射程约 200 米。 

射速为 2 至 3 发 / 分钟。 诙枪约 1800 年研制 成功， 后装备 部队。 

:是 布伦士 威克式 （Brunswick) 前装 滑膛击 发枪。 点火装 S 为 

击 发枪机 撞击火 帽。 枪身长 K  42 米， 口径为 17.5 毫米， 弹丸重 

53 克. 射程约 300 米， 射速为 3 至 4 发 / 分钟。 该 枪约在 1838 

年起陆 续装备 部队。 

由此 吖以 看出 .与英 军相比 ，清 军鸟枪 在型制 上的缺 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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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 身太长 （装药 、填弹 和射击 均为不 便）； 点火装 K 落后 （风 雨天 

效能极 差）。 而在性 能上， 又有着 射速慢 、射 程近这 两大致 命伤。 

如 果我们 以射速 、射程 的参数 对照， 大致町 以推论 ：两支 兵丁鸟 

沧不敌 伯克 式枪； 而一支 布伦士 威克枪 .可 顶五支 兵丁乌 

沧_, 如束 再考虑 到由制 造工艺 而引起 的射击 精度这 一要素 
这种差 别恐 怕还得 加倍。 

此外， 值 得 我们注 意的情 况有： 

- 1.、 由于 清军乌 枪太民 无法再 装枪刺 （此时 西方军 m 枪皆有 

枪刺） ，由 r 淸军 4 枪射 程射速 性能差 ，一至 短兵相 接难以 应敌, 

由于凊 军军费 的限制 ，此 时淸军 十兵尚 未能企 数配备 巧枪 ，仍-有 

-部 分使 m 刀矛 弓箭。 据估 i 卩， 就全 w 范 围而言 ，鸟 枪手与 /J# 

弓前 fi 的 比例火 约是 5:  5。 ⑥在 鸦片战 争中， 弓箭之 类的冷 

兵器 fr: 战场 h 用处不 大」 

二 、由 P 承平 bl 久 1 军费 限制， 清军乌 枪并无 定期修 造报废 

更换 制度。 在一 般情况 卜 ，鸟枪 使用几 十年极 为平常 ，而在 7k 见 

到的材 料巾， 竟 A 使用 166 年尚末 史换苦 

二、 由于％ 枪数 贵不足 ，存: 鸦片战 争中， 各地 又纷纷 赶制了 

-批 ，配 发作战 部队。 然而 ，这 些赶制 的火器 ，质 量尤其 低劣。 @ 

加上这 些因素 ，可 以试想 一下， 多 少支兵 丁鸟枪 方能抵 得卜. 

--支 伯克式 或布伦 上 威 克枪？ 如 果把这 些枪改 换成持 枪的士 

兵 .可以 再试想 一下， 多少名 清军十 兵方能 抵得上 -名 英军士 

淸军 使用的 火炮， 如同其 鸟枪， 其 原型可 追溯至 明代。 ©康 

熙年间 ，西 方传 教士南 怀仁等 亦帮助 清朝监 制了许 多火炮 。因 

此 ，清 军的 火炮尽 管名称 繁多， 但从样 式上 来看 ，士 :要是 仿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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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17 世纪至 18 世纪 初的加 农炮系 列。 

由丁在 世纪内 ，西 方火 炮样式 并无電 大变化 ，罕 19 世纪 

鸦片 战争时 ，与英 军相比 ，清 军火炮 在柞式 及机制 原理上 大体相 

同， 两者的 差别在 于制造 工艺引 起的质 M 问题上 ，表 现在 以下儿 

个 方面： 

一

、

 

 
铁质差 & 工业革 命使英 冈 的 冶炼技 术改观 ，铁质 大为提 

高， 为铸造 岛质 童的火 炮提供 r 良 好的原 料。 清 朝的冶 炼技术 

落后 ，炉 温低 ， 铁水无 法提纯 ，含杂 质多， 铸造出 来的火 炮, 十分粗 
糙 ，气孔 气泡多 ，演 放时 很容易 炸裂， 自 伤射手 淸军针 对此问 

题主 要采用 两策。 1 是加厚 火炮的 管孽， 使清军 的火炮 极为笨 
重 ，数 r 斤巨炮 ，威力 反不如 西方的 小炮。 二是使 用铜作 为铸炮 

材料。 由 尸 当时 铜资源 缺乏、 铜炮十 分罕见 .视为 利器。 此外. 

对于已 经铸成 气孔气 泡较多 、容 易炸裂 的火炮 ，清 军则减 少火药 

填量， 这又 降低了 火炮的 威力。 

二 

、

 

铸

 

炮工艺 落后。 英国 此时在 铸造上 已采用 铁模聲 工艺， 

并使 用镗床 
对炮膛 

内部切 
削加工 

，使 之更为 
光洁。 

清朝 此时仍 
沿用落 

后的泥 
模工艺 

，铸件 
毛糙， 

又 未对炮 
膛进行 

深入的 
加工， 

致 使炮弹 
射出后 

，弹 道紊乱 
，降低 

r 射击 精度。 
英 方此时 

因科学 
的进步 

，对火 
药燃烧 

、弹道 
、初速 

度等方 
面已进 

行研究 
，火 炮的各 

种尺十 
比例和 

火门的 
设计， 

比较 合理。 
而清 方对火 

炮只是 
仿制， 

不懂 得身管 
/  口径 比例， 

以 及火门 
位置在 

火药燃 
烧中的 

实际意 
义 ，结果 

，许 多火 炮的比 
例不合 

，绝 大多数 
火炮的 

火门口 
开得太 

前、 太大。 

三 

、

 

炮

架

 

（炮 车） 和瞄准 器具不 全或不 完善。 炮架 （炮 车） 是 

调整 
火炮射 

击方向 
和高低 

夹角的 
器具。 

清军 
对此不 

甚重视 
。至 

鸦片战 
争时， 

清军的 
许多火 

炮没有 
炮架， 

只是固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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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能调整 A 低夹 角而不 能左右 活转 ，限制 f 射击 范围。 己设的 

炮架 ，大多 用粗劣 木枓制 成 ，演放 U， 炮 架震松 ，难以 使用。 让人 

吃 惊的是 ，清 军的 rp 多火 炮竟无 瞄准器 或只 存“ 星斗” （用以 

确 定射击 方向） 而没々 “炮 规” （用 以确足 高低夹 角〕。 十兵们 卜: 
要骷经 验来瞄 怔。 

叫 、炮弹 种类少 ，质 玷差。 英军此 期使用 的炮弹 有实心 弹、 

嵌弹 、爆 破弹等 品种； 而清军 只存效 能最差 的实心 弹一种 ，上 L 有 

弹 体粗糙 或弹砼 偏小的 缺陷。 © 

此外， 清军火 炮在管 理上亦 同鸟枪 ，并无 定期造 换制度 。由 

于 乎 常并不 使用， 许多露 天搁置 fr: 炮台 、城垛 等处的 火炮， H 晒 

雨淋 ，炮身 锈蚀。 至鸦 片战争 ，这些 火炮的 使用年 限大多 已经很 

长， 清初铸 造的比 比皆是 ，有 的甚至 是前明 遗物。 ® 若不 蒸洗试 

放， 淮也不 知能否 使用。 

由此， 我们可 以得出 结论 ，尽 管中英 火炮 样式大 体相同 ，但 

因质 M 的差距 ，使 之具有 射程近 、射击 速度慢 、射击 范围小 、射击 

精度差 、射 中话 炮弹威 力弱等 缺陷。 这畔 缺陷中 ，哪 一项 不是致 

命伤？ 
鸦片战 争中的 绝大多 数战斗 ，是 淸军 的岸炮 与英军 的舰炮 

之 N 的 炮战。 按常 理说， 海岸 炮依托 坚固的 陆地， 可不计 重量、 

U 坐 力等因 素， 而制作 得更大 ，射 程更远 ，威力 更大。 实 际上清 

军的 岸炮一 般也重 f 英军的 舰炮。 但是， 在战 斗屮， 双方 火炮的 
威力却 发生了 逆转。 当 战场七 硝烟散 尽之后 ，我们 + 得 不惊愕 

地面对 悲惨的 事实： 清军在 战争的 全过程 中未能 击沉英 军的一 
艘战舰 或轮船 、而 自己 的阵地 却被仃 得干疮 百孔。 

与枪 、炮相 关连的 ，是 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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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 争时期 ，中 英火药 处于同 发 展阶段 ，皆 为黑 色有烟 

火药 ，其 主要成 份是硝 、硫 、炭。 然而， 同样是 因为质 M 问题 ，使 

中、 英在火 药上的 差距大 于前面 所提的 火炮。 这里面 的关键 ，乃 

是科 学与 工业。 

1825 年， 歇夫列 里在经 过多次 实验后 ，提出 r 黑色 火药的 

最佳 化学 反应方 程式： 

2KN (: h  +  3C  +  S —— -K2S  |  +  N,  f  +  3CQ： 个 

据此 ，在理 论匕， 硝 、硫 、炭 的配组 比率以 74,  84%.  11. 84%, 

11.32% 为最 佳火药 配方。 英国按 照这一 方程式 ，配 制了 枪用发 

射火药 （硝 75%、 硫 10% 、 炭 15%) 和 炮用发 射火药 （硝 78% 、 硫 

8%、 炭 14%)。® 这两 种配方 被西方 各国确 定为标 准的 火药配 

方。 除了 科学带 来理论 上的进 步外， 工业 革命乂 带来丁 机械化 

的生产 。◎英 国 此时的 火药已 在近代 1： 厂中 生产， 居于世 界领先 

地 

屮国的 火药， 起源于 炼丹道 士的偶 尔发现 .这 就使中 国的火 

药理 论一 汗 始就蒙 上了阴 阳五行 学说的 围幕， 妨碍对 其拜、 化现 

象作 枓学的 分析。 此后 火药的 发展， t 要凭 借经验 的层积 ，鲜冇 

埋论上 的层层 揭示。 至鸦片 战争时 ，清 军制造 的火药 ，仍 是按照 

明末 的配方 T 以 手工业 作坊或 I： 场 生产。 

战前广 东水师 提督关 天培所 采用的 火药配 方是硝 80%、 硫 

l(J%、 炭 10%。 ⑮ 这是这 一时期 内我们 能看到 的唯一 配方。 而这 

— 配方中 的含硝 量过高 ，容 易吸潮 ，不便 久贮， 爆炸效 力低。 

手工业 的生产 方法， 使清方 无法提 炼出高 纯度的 硝和硫 ，药 

料的 杂质成 份高； 又 无先进 的粉碎 、拌和 、压制 、烘干 、磨 光等工 

艺， 只是靠 舂碾， 结 果火药 的颗粒 粗糙， 大小 不一， 往往不 能充分 

燃烧， 

38 



火药的 质 M . 立接 毖响 到枪 、炮 的威力 洁年使 用的 粗劣的 

火药 ， 使其原 本落 后的枪 、炮 ，在 实战 中效能 &1-. 

对 照中、 英武 器妆 备， 羌距* 大九 奠过以 m 

英 a 海军冶 3 吋 阯 界之最 ，拥 介各 类舰船 400 余艘。 其主 

要作战 军舰仍 为木制 风帆动 力， 似 q 淸军 同类， 但 相较之 卜， 有 

下列 特点： 坚实木 枓制作 ，能 抗风涛 血涉 远洋； 二 、船 休下 

部 为双® ，抗 沉性 能好 （  3 时中 w 人称 “夹板 船 +' ) ， 且用铜 片等金 

厲材料 包袈， 防 蛀防朽 防火； =、 船上介 两桅或 二桅 ，悬 拃数！ 1 屌 

风帆， 能利用 备 沖 风 向航彳 / ; 四 、半 舰较 人 ，排水 运从百 余吨 ^  r  - 

余吨 ：艽 、安 炮较多 ，从 10 至〗 20 门不等 。⑰此 外， 诞斗 :于工 #. 革 

命末 期的蒸 汽动力 铁壳明 轮船. 也于 19  Lit 纪 3() 年代起 装备海 

军。 尽管 此时的 轮船吨 位小， 安 炮少， 在西方 ||-: 式 海战中 难期得 
力 ，在 海军中 也不占 +: 导 地位； ft 因掉 航速快 、机动 性能强 、吃水 

浅 等特点 ，在武 器装备 落后 的屮间 沿 海和内 河横行 肆虐。 

淸军 的海军 ，时 称“水 师”， 牛:要 彳1 两支： 一为福 建水师 ，-为 
广 东水师 其它沿 海竹份 ，亦 有执行 水师任 务的镇 、协 、背 ，如 

浙江的 定海水 师镇， 盛京的 旅顺水 师营， 等等。 然 清军水 师的任 

务却 非出洋 作战， 而是近 海巡缉 T 守卫 海岸。 “天朝 ”的水 师并不 

以哪一 M 的舰队 为作战 对象， 其对+ 仅仅是 海盗。 用今 天的标 

准来衡 量， 清朝 水师算 不上是 一支 正式的 海军， 大 体相当 T 海岸 
晋卫队 

正因为 如此， 清 朝水师 的主要 兵力， 并 不是在 舰船上 或为舰 

船服务 的勤务 分队中 ，而 是驻 守十沿 海 、沿江 的众多 炮台、 城寨、 

要隘。 许多海 防要地 ，如 厦门 、虎门 、舟 山 等 ，其陆 h 防守 全巾水 

师负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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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 量上讲 ，清军 水师舰 船也有 数百艘 之多； 从种类 上讲， 

清军战 船样式 亦迖数 十种； 但是 ，其最 基本的 特点就 是船小 。清 

军 最大之 战船， 其吨 位尚不 如英军 等外级 军舰， 清 军安炮 最多之 

战船 ，其火 炮数量 也只相 当于英 军安炮 最少之 军舰。 至 于其它 

的弱点 ，当 时人 亦有清 醒的认 t 只。 闽浙总 督邓廷 桢对此 作过评 

论， 除未涉 及舰船 的帆索 、航 速等 技术外 （很 可能 邓廷桢 未有航 

海经验 ，对此 不甚了 解）， 对船体 的质量 、火炮 的数量 、炮 手的安 

全 等问题 ，都 进行了 具体的 比较。 他 的结论 是：“ 船炮之 力实不 

相 敌”， “ 此向来 造船部 定则例 如此， 其病不 尽在偷 工减料 ”。® 
不是 说当时 中国的 造船业 只能达 到这个 水平， 中国 此时也 

造出 过比战 船更大 更坚固 的远洋 商船。 这 里就涉 及到邓 奏中提 

到的“ 部定则 例”。 清 朝的战 船样式 大体是 在乾隆 年间固 定下来 

的， 并用“ 工部军 器则例 '“户 部军需 则例” 等条规 确定其 样式和 
修造 军费。 这 就自我 限制了 战船的 发展。 各地没 有更多 的钱去 

制 造更大 更好的 军舰。 为了 保持水 师战船 对民船 的某种 优势， 

清朝又 反过来 规定民 船的大 小尺寸 ，限 定民 船出海 时火器 、粮 

食 、淡水 的携带 数量。 © 这么一 个循环 ，严 重滞碍 了中国 的造船 

业 、航 海业的 进步。 

即便是 如此落 后的水 师师船 ，其 完好 在航率 仍是很 低的。 

例如， 鸦片战 争前， 福 建水师 共有大 小战船 242 艘， 除去 修理未 

竣 、应 届修期 、被 风击碎 者外， 在营 驾驶者 118 艘， 在 航率仅 

48.8%。 又如 t 浙江 定海水 师镇共 有战船 77 艘 ，遭风 击碎 、修理 

未竣 者达 30 艘， 在 航率仅 61 . 2  % 。 ㉑ 

中英舰 船水平 的悬殊 差距， 使 得清军 在鸦片 战争中 根本不 

敢 以水师 出海迎 战英军 舰队遗 ，迫 使清军 放弃海 上交锋 而专注 

于 陆地。 这种由 装备而 限定的 战略决 策， 炙际使 淸军丧 失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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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主 动权。 英军凭 借其强 大海军 .横 行于中 国海面 ，决 定了战 

役战斗 的时间 、地点 、规 模。 此中利 害关系 ，后 文会 介绍。 

由 于鸦片 战争中 清朝的 上下无 不认识 到清朝 水师绝 非英国 

海军 之对手 ，大 多主张 在陆地 ，尤 其是在 海岸进 行防御 ^ 防御 T 

事的地 位因此 而凸显 出来。 

清 朝的防 御工事 主要有 两种， 一 为城， 一为 炮台。 

城的防 御设施 ，包 括城墒 、城门 、护城 河等。 这些工 事的情 

况 与功能 ，久为 人们所 熟悉， 且有今 存的遗 跡可増 添人们 的感官 

汄识。 城的 攻防战 ，为 中国古 今的主 要作战 样式， 更况鸦 片战争 
T 

中英 军的攻 城战， 仅三次 （广州 、乍浦 、镇 江）。 因此 ，这里 不打算 

分析城 的防御 体系， 而放在 后面结 合战斗 作具体 评论。 

海岸 炮台是 鸦片战 争中清 军最主 要的防 御工事 ，而 这些炮 

台今 已不存 ，㉒人 J 对 它也缺 乏感性 认识。 

中同第 一历史 档案馆 中藏有 一长卷 ，名 《闽 浙海防 炮台图 
说》。 它细 致描绘 了 福建 、浙 江所 冇海 防炮台 的具体 样式。 这里 

选一 幅曾在 鸦片战 争起过 作用的 浙江乍 浦西山 嘴炮台 之图。 

该阄 的文字 说明为 ：“西 山嘴筑 实心圆 炮台， 周围八 丈， 高- 

丈五尺 ，垛高 二 尺， 安 炮八位 。后 有 筑围城 ，周 围二 十丈， 高一丈 

二尺， 内盖官 兵房陧 十二间 ，安 千总一 51 兵 三十名 。”乂 据这一 
K 卷 ，闽 浙各炮 台设炮 4 至 H) 位不等 ，守兵 20 至 50 名 不等。 

乍 浦西山 嘴炮台 ，代表 着鸦片 战争前 中国沿 海炮台 的…般 
水平； 而于 1839 年完 T： 的 广东虎 门靖远 炮台， 又 是战前 清朝最 

人最 坚固火 力最强 的海岸 炮台。 笮 旨查察 孩炮台 的林则 徐称： 

该台“ 乎宽六 十三丈 ，高一 丈四尺 五 寸， 台墙钉 椿砌石 ，垛 墙炮洞 
则用 二合十  1 筑成， 安炮六 十位。 后 围石墙 九十丈 又 据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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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乍 浦西山 嘴炮台  ■ 

桢 奏折： 守台掌 炮千总 一员， 添 拨额外 :员， 枪炮兵 丁九十 

名 若 以靖远 炮台与 西山嘴 炮台相 比较， 就会 发现， 只 不过是 

仵规 格上放 大几倍 ，样 式大体 相同。 

这样的 炮台能 荇经受 得住西 方 舰叭 的攻齿 呢？ 对此， 我们 

可 看看此 期西方 炮台的 情况。 

随着火 炮的运 甩和火 炮技术 的发展 ，西 方的 军亊筑 城技术 

也有了 很大 的进步 。自 1(> 世纪起 .欧 洲的 军事工 程师提 出了新 

的筑 城理论 ，旧式 的碉楼 （高台 型火炮 阵地， 1 清 军炮台 类似） 迩 

渐被 废弃， 出现 了梭堡 式炮台 t 梭堡 是一种 尖形的 堡垒， 分上下 

两层 ，各腎 火炮. 侧部有 通道， 并 行自身 防卫性 的火力 配置。 4 

至 6 个梭 堡组成 - 个炮台 （要 塞）。 整个炮 台有炮 50 至数 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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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有数 5 至 数千名 的骑兵 和步兵 ，配 合炮兵 怍战； 内储有 足够多 

的粮食 、弹药 ，讨 固守 数年； 各梭堡 间又有 通道， 可互相 支援 。至 

18 世纪， 欧洲又 出现了 堡垒式 炮台， 即在 核心炮 台的外 围建筑 

懷垒 ，由 .多座 堡垒构 成完整 的防御 体系； 核 心炮台 与外围 堡垒间 

-定的 跹离， 可免遭 敌炮火 的直接 打击； 堡垒 间有 掩蔽式 通 
道， 可互相 支援； 安设火 炮的战 + 部位 是全掩 蔽式的 ，可 防护 i: 

兵的 安全」 

rti 此可 见. 清军 此期 的炮台 仍是妞 方筑 城技术 变化前 的那 

种小 高台， -K 致命伤 是不如 丙方那 般注甫 防御功 能：一 、炮 ff 上 
的圬 r 仅以垛 墙掩护 而 这些垛 墙很容 易被 西方炮 火所摧 

毁； 二、 炮台顶 部没冇 防护， 敌曲 紂火炮 w 由上 射中 炮台； 二 、在 

火炮龀 K.h，S 求 -fi 炮， 又 m 屮安？ 7 :在炮 台的 正面， 以抗 击来犯 
敌舰船 ，而 对其 登陆 小艇和 部队缺 乏攻击 手段； M、 炮台 的大门 

名开 庄正面 或背面 >  没 有澡 沟、 拍 桥 、关闸 等段施 ，难 以阻 〖h 敌登 

陆 部叭的 攻击； k、 炮台 的侧后 往往只 有一道 a 墙 ，没 有斜堤 、堑 

凉等 阵地， 不能组 织守军 对 登陆部 队进行 反击； 六 、炮台 的侧后 

缺乏良 好的道 路系统 .守军 的兵员 、粮草 、弹 药在战 时难以 补绐。 

以 上六项 ， 前 两项是 对西方 火炮的 威力认 识不足 所致， 后 四项是 

对 英军陆 战能力 泮 估错 误所致 （详 见第二 章第四 节）。 西 方观察 

家对 淸平炮 台的评 价极低 

这叭听 作的 分祈， 是以即 将发生 的鸦片 战争作 为前提 ，是以 

世界 上以强 大的英 军作为 对手; 若按 当时人 的观念 ，不知 道战争 

的到米 ，仅 仅为 r 防备乘 虚蹈隙 的海盗 ，这 驻炮台 确又可 谓“固 

若金 姊”! 

如果将 上述枪 、炮 、火药 、战船 、炮 台诸 n 素综 合起来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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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又 会是怎 样呢？ 

让我们 以江苏 的旲淞 营为例 ^ 

吳淞营 驻于江 苏宝山 县吴淞 -带 （今 属上海 市）， 是 鸦片战 

争中的 主要 战场之 1828 年 ，时 任苏淞 镇总兵 的义天 培对诙 

营的 兵器有 过调查 ，其 中最主 要的数 字为： 

腰刀 948  rU 大刀 277  口， 角弓 213 张 ，战箭 1157() 支， 火箭 

260  .支； 乌枪 917 扦， 喷筒 118 个； 发烦炮 55 位， 玉带炮 12 位， 

决胜炮 72 位， 劈山炮 42 位， 过山炮 10 位， 子母炮 40  PLH 矣炮 

7 位， 红夷 发焐炮 3 位； 火药 8940 斤（ h 述数卞 的相 当部 分储备 

于仓 库）。 © 

吴淞 营共有 营兵约 1000 名 ，因驻 守要地 ，兵 器较他 处优良 「 

但是 ，从上 引清单 中可以 看出. 吴淞营 的火炮 ，大 多是明 未清初 

时期 的小型 火炮, 威力极 其有限 。 

除上引 清单外 ，吴淞 营在宝 山县城 东南靠 黄浦江 入长江 口 

的杨 家嘴， 布炮台 一座， 另 有沙船 3 艘、 艄犁船 4 艘 ，巡防 江海。 

若以 近代战 争的眼 光来看 ，吴 淞营的 作战能 力又是 如何？ 

1832 年， 东 印度公 司派商 船阿美 士德 号从澳 n 北上， 侦察 

中国 沿海的 情况。 6 月 20  口 ，该船 在未遇 任何阻 挠的情 况下闯 

入 吴淞。 随船的 普鲁士 传教士 郭士立 （Charles  Gmzlaff)“ 巡视 

r (吴 淞） 炮台的 左侧， 考察了 这个国 家的防 务内部 组织” ，他在 

H 记中写 道：“ 如果我 们是以 敌入的 身份来 到这里 ，整个 军队的 

抵抗不 会超过 半小时 。”  ©这 个结论 是比较 了中西 军事实 力而得 
出的， 参 照后来 的鸦片 战争， 并不 夸张。 

在这 M， 我们 不妨作 进一步 的检讨 ，淸军 的武器 装备水 准， 

为 何远远 地落在 西方的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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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 武器装 备发展 史巾可 以看出 ，存 :明 淸之际 ，中国 的牛: 

囀科 技并不 落后 于西方 ，这里 6 然 有当时 大胆引 进西方 先进火 

器 的成效 ，还因 西方的 近代科 学尚处 在起步 状态。 至于 在制造 

方面 T 双方都 处于工 场+工 业的同 、水平 s 到了 清泰熙 朝之耵 ， 

屮 西武器 装&的 差距念 剧扩大 ，除 了前面 Q 提到 的科学 和工业 

两人 M 素外 ，还有 -个重 要原因 ，就 是战争 规模的 缩小。 

明 、淸 双方 的交战 对故、 & 牵系其 命运. 故在武 器装 备的引 

进、卞 习、 研制上 都不惜 血本。 至康熙 年间平 定三藩 、收 复雅克 

萨城后 ，淸王 朝进入 了一个 长期的 相对和 _T: 的 阶段。 此后 ，清朝 
虽 在西北 、西 南边撾 及内地 用兵， 不 管战况 如何， 在武器 装备上 

郤能保 持优势 。 这就 使得清 王朝不 是继续 着力于 研制新 武器而 

获取史 大的 优势， 而是 着力于 垄断这 祌优势 的军丰 技术， 不让 

对手或 潜在 的对手 所掌握 0 也 就是说 ，清 王朝 的重点 不是研 究 

灿足 保密。 这里举 两个例 

一

、

 

 

前面提 到的圬 r 鸟枪 ，是 绿普兵 的主 要装备 之一。 但是 

据清 官方文 
献及现 

今存有 
的实物 

，淸军 
的乌枪 

是大有 
差别的 

。 

其最优 
R 若为御 

用枪， 
3 时 C 有了燧 

发枪； 
其次是 

京茜八 
旗所用 

之枪； 
再次姑 

驻防八 
旗所用 

之枪； 
最次是 

绿荇所 
用之枪 

（火 炮配 
冴 也是如 

此）。 清朝 统治者 
的这种 

气枪质 
M 梯次 配备. 

自 是出于 
以京 营巩 固根本 

、以 驻防监 
视绿背 

的考虑 
u 但是， 

这种为 
确保满 

洲贵族 
统治而 

采用的 
方式， 

却使 得清军 
的主力 

——绿营 
在鸦片 

战争屮 
以清朝 

最次的 
装备来 

应敌。 

二 

、

 

明

末

 

清初， 中 M 在引进 西洋大 炮时， 同时也 引进了 "开花 

炮弹” 
（一 种爆 

破弹） 
的 桉术。 

然 而这种 
技术， 

为御林 
军专有 

，现 
存北 

京故宫 
博物院 

的清初 
炮弹， 

几 乎仝为 
“7 卩花 炮弹'  

然而 
，久 

+ 使 m ， 就连统 
治荇本 

身也都 
忘记了  

f 至鸦片 
战争时 

，别 说-般 45 



的官员 ，就 连主 持海防 0 林则 徐和当 时的造 炮专家 黄冕， 都闹了 

不 知“开 花炮弹 ”为何 物的大 笑话。 战后 清乇朝 据实样 试制. 实 
际上是 第二次 引进。 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 ，左宗 棠督师 西征新 

疆， 在陕西 凤翔发 现明末 所遗“ 开花炮 弹”之 实物， 不禁 感慨万 

千 ，谓西 洋“利 器之入 中国三 余年矣 ，使 当时 有人留 心及此 ，何 

至 岛族纵 横海上 ，数十 年挟此 傲我？ _ ’你 

再进 -步细 心考察 ，又 会发现 ，康熙 朝以后 的清军 武器装 

备， 不仅 在性能 i: 没 有大的 突破， 而 且在制 造质量 上也明 显遍呈 

现 下降的 趋势。 

这就 涉及到 清朝的 武器装 备管理 体制。 ©清 朝的武 器装备 

管 理体制 ，大柢 始建于 康熙朝 ，至 乾隆 朝臻于 严密。 这种 制度萏 

先 规定了 清朝各 种兵器 的型制 ，其次 根据型 制规定 其制造 工艺, 

最 后根据 型制和 工艺规 定工价 、料价 。 尽 管这种 体制有 利于清 

军武 器的制 式化、 -体化 （实际 t 种类 还是偏 多）， 适应当 时清朝 
财 政支出 制度化 的要求 ，也 减少了 官员从 中舞弊 的机会 ，但 却窒 

E 了新武 器的研 制和新 技术的 运用。 

在这神 制度下 ，新 武器 的研制 在一开 始就以 不合规 定而被 

拒绝, 新技术 、新 工艺又 因不合 规定而 被悱斥 ，最 后又用 权威的 

价格将 一切新 因素封 杀出局 ^ 不合规 定不准 报销！ 投 久的和 

平， 使 清朝统 治者们 忘记了 未来战 争的大 课题， 他 们从未 制定过 

长期的 武器装 备研制 计划。 

S 康熙朝 开始， 中国 的物价 、工价 一直处 于上升 趋势， 而这 

种管 理体制 却使兵 器制造 经费固 定化。 此后虽 有一些 价格调 

整 ，但 上涨的 幅度赶 不上各 地物价 、工 价的实 际水平 ，有 时甚至 

出现 下降的 势头。 如火药 ，雍 正朝为 每斤银 16 分 ，嘉庆 朝每斤 

银 2.1 分。 这就 使得兵 器制造 者不仅 无利可 图， 反而时 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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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当然 ，这已 不敷足 的工价 、料价 巾， 述得包 括那个 时代娼 

獗的承 办官员 的层层 克扣和 验收弁 兵的种 种勒索 ，> 

' 规定 价格 与实际 造价 的背离 ，并不 会改 变追求 利润的 经济 
规律。 任何一 位制 造者， 从本能 t: 就 绝不会 做亏本 生意。 为了 

防 止赔累 ，瀹 r 减 料就成 了必然 之途。 为了 能够偷 工减料 ，贿赂 

验 收官弁 又成了 公开的 秘密。 当吋 的名上 魏源曾 指出： 

+[ 中 ra 之官炮 ， 之官龆 ，其 工匠与 监造 之员 ，惟知 畏累肟 
窗费 ，炮则 并渣 滓废铁 入炉， 安得不 震裂？ 船则服 珲 腐朽不 

中 11 ， 不足 遇风 涛 ，安 m 敌 寇？” 

“官设 水师 米艇 ，每艘 宵价四 | ， 已仅 洋艘 五分之 一 、 

mn 蚀 ，到工 又不 及一半 o, 

如果说 魏源的 言沦过 f" 空泛 ，让我 们来#  一实 例。 1835 年 ，广 

东水 师 提替龙 天培 为 改善虎 I1 】 防御 态势 而新 制大炮 40 位， 结果 
存: 试放过 S 中炸裂 10 位 ，炸死 兵丁] 名 ，炸伤 1 名， >5 有 5 位火 

炮 还介其 它问 题。 关天培 检杏炸 裂的 火炮， 发现 “碎铁 渣滓过 ■ 

多， 膛内 卨低不 f， 更多扎 眼 '其中 t  一空洞 ，"内 吋贮 水四 

碗”！ 力 

在 弱 肉强 食的殖 K 主义时 代， 西方 斤国 始终 把武器 装备的 

研制和 生产 ，放在 最优先 发展的 地位。 正如一 位两方 人、 1836 

年 K 月在 《屮 H 丛报 > 的一篇 评论淸 朝军电 力量的 长文中 ，一开 

头就 提出的 那样， “今天 ，作为 评价& 社会的 文明与 进步的 标准， 

最 止: 确的大 概是： 苺个社 会在+ 杀人 技术’  ！；_ 的精 湛程度 ，互 析毁 
灭 的武器 的完善 程度和 种类 多少， 以及运 用它们 的熟练 柷 

度 然 刖 ，依旧 沉浸在 “天朝 ”之井 中的清 朝 统治卉 fn ， 似乎还 
不知 这些。 他 ff】 的种 种做 法， 使得 淸朝的 戒器装 备尚未 达到丰 

时 n 分的技 术和 t__2； 已经 达到 的水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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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兵 力与编 t 

.武器 装备有 着物化 的形态 ，其优 劣易于 察觉， H 此， 不同的 

人们都 得出了 相同的 结论： 清朝在 鸦片战 争中处 于兵器 上的劣 

势。 可是， 也軒 许多论 者又不 约而同 地指出 ：清朝 在鸦片 战争中 

处于 兵力上 的优势 。 

就简单 的数字 来# ，这是 事实。 

$ 时清 朝有八 旗兵约 20 万， 绿齊 與约 60 万， 总 兵力达 8t> 

万。 这 是当时 世界上 一 支最庞 大的常 备军。 

英围的 兵力要 小得多 ，正 规军约 14 万， 加上拒 负内: R 任务 

的 国民军 6 万 ，总 兵力仅 20 万。 与清军 相比， 大约是 1:4。 

中英两 M 远隔 万里 ，英 军自然 不能令 数派往 中国。 鸦片战 

争初期 ，英 国远征 军的总 兵力， 以海陆 军合并 计算， 大约是 7000 

人。 勺淸军 相比， 大约是 后英国 远征军 的兵力 不断增 

加 ，节 战争结 朿时， 大约打 2 万人。 与清军 相比， 大约是 1:40。 

人 们从这 些数字 中 会很自 然地得 出结 论：兵 器上处 于劣势 

的 清朝， "r 以 通过其 在兵力 上的优 势来弥 补缺陷 ，再 加上本 .七作 

战， 淸 军以众 击寡， 以逸 待劳， 具有 某些明 显的 存利 因素。 

然而 ，上述 结论仅 仅是理 论上的 正确， 实际情 况恰恰 相反。 

从此后 各章的 叙述中 ，我 们可以 看到： 在总兵 力占优 势的清 

率 ，在 各次战 斗中并 不具有 很大的 优势， 有时反 处于劣 势； 在本 

土 作战的 清军， 并 不是总 能以逸 待劳， 有时 反疲于 奔命。 

这 是为什 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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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 〜问题 的关键 ，在 P 研究 清军的 编制。 

清朝 的军叭 分为八 旗和绿 营两大 系统。 其中 八旗又 可分为 

京 营和驻 防两 部分。 京 营共约 iO 万人 ，驻 扎丁北 京及 K 附近地 

区。 驻 防亦约 10 万人 ，分 四类而 分布全 同：一 、保 11 龙兴 之地， 

驻于 黑龙江 、吉林 、盛京 （约今 辽宁） 三将军 辖地； 二 、监视 北方的 

蒙 占 族 ，保; n 京师 ，辖于 察哈尔 、热 河两 都统， 密云 、山海 关两副 

都统； 二 、戍卫 西北边 疆地区 ，守 f 乌里 雅苏台 （今 棠古共 和国扎 

布哈朗 特）、 科布多 （今蒙 古共和 固吉尔 格朗图 ）、 绥远城 （今 呼和 

浩特） 、伊犁 （今 新疆 霍城县 境内） 、岛 昝木齐 、喀 什噶尔 （今 喀什） 

等地 ：叫、 也是最 重要的 ，监 视内地 各行省 ，领 有广州 、福州 、江宁 

(今 南京） 、荆州 、成都 、宁夏 六将军 及京口 （今 镇江） 、乍浦 、青州 

(今 山东 益都） 、凉州 （今 tr 肃 武威） 、西安 左翼右 翼六副 都统。 

清军 的主体 是绿营 u 除京 师巡補 5 营共 1 万人外 ，大 多部 

署 f 各 行省。 一省的 绿营体 制为： 

4 帝 

巡抚 

约 2 至 5 营 

约 2  S  3 营 

mm 约 3 至 5 汽 
_ 总兵  | 镇铜 约 2 至 5 营 

圆 g 十将 
g]  ̂  将 、游击 、都司 、守备 

由 此可见 ，除 总督、 巡抚自 率的备 标外， 一省 军私体 制分提 、镇、 

协 、营 叫级， 以 营为基 本单位 

清军 fr: 编制上 的弊陋 ，主要 表现在 营 以下。 绿营 中的营 ，没 

旮间定 的编制 ，而 是根 据驻守 地区是 否冲要 、执行 任务繁 简程度 

49 



而决 :定， 人数从 200 至 1000 余 名不等 ，长官 亦分为 参将、 游击、 

都司 、守 备四级 ，官秩 从正三 品降至 正五品 不等。 例如， 守卫海 

防重 地吴淞 口的吴 淞营， 因地 位十分 重要， 共 有兵弁 1100 余名， 

氏官为 参将， 直隶于 苏淞镇 总兵。 而更能 说明问 题的是 营以下 

的 建制及 其分散 驻防纟 据 《宝 山县志 > ，吴淞 营营以 下分哨 ，哨以 

下 分汛。 吴 淞营除 200 名兵 弁驻守 吴淞西 炮台外 ，其佘 800 余 

名 分布在 县城及 35 处汛地 防守 范围包 括宝山 县大部 及嘉定 

县的 一部分 。㉚每 一汛地 ，驻 吳数名 、十 数名、 数十名 不等。 

是不 是吴淞 营的情 况特殊 而驻守 特別分 散呢？ 恰恰 相反， 

从各 地的情 况来看 ，吴 淞营的 汛地不 是特别 多的。 例如， 号称精 

锐 的湖南 镇箄镇 ，颉 设兵丁  4107 人. “分布 汛塘六 十七处 ，驻守 
碉卡关 门哨台 七百六 十有九 其驻 防分散 ，不难 想见。 

从绿 营的编 > 制来看 ，在督 、抚 、提 、镇各 标中， 由提督 直辖的 
提标. 是兵 力最强 、驻防 最集中 、机 动性 最强的 部队。 但是 ，它 

的 情况并 不优于 前述吴 淞背。 

福建 水师提 标是清 军最强 大的海 上力域 之一， 驻守 》门。 

它 共有中 、左 、右 、前 、后 5 营 ，额 设官兵 4300 余名。 其中 一半是 

海 岸防卫 部队， 另一半 是舰船 部队。 就海 厗防卫 部队而 rr， 它在 

威门岛 、鼓 浪屿岛 共有圬 r  517 名， 但分在 10 处 汛地、 24 个堆 

拨以及 厦「』 城四门 、水 操台等 40 余处 地方； 又在® 门岛 外围的 

大陆 ，沿 马巷厅 （今 属同 安县） 、同 安县 、龙摇 （今 分属漳 州市、 

览 海县） 、海 澄县 （今属 龙海） 一 圈海岸 ，驻兵 1390 名 ，分在 41 处 

汛地 ，每处 3 至 201 名 不等。 就 舰船部 队而言 ，共有 大小船 H 

67 艘 ，其中 48 艘 为战船 (大横 洋船、 同安梭 船）， 另有 19 艘为海 

岸 巡哨之 桨船； 而在战 船之中 ， 又有 13 艘有固 定的海 上汛地 ，只 

有 35 艘可机 动出洋 作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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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 能用今 日之军 队整师 I 整团 、整 舊地集 中驻扎 某-营 

房的 概念， 左想像 当时的 清军。 就 我见到 的材料 ，绿背 中没有 一 

个营不 分汛塘 哨卡的 ，也就 是说， 营 以下部 队没有 集中驻 扎于一 
处荇 房的， 而是数 S、 十数名 、数 十名 、最多 数孖名 （我 仅见到 

200 余名） 分 散在当 时的市 镇要冲 等地。 ® 

就近代 的军事 原则 而 TT, 圬力 分散意 味着 战 斗力的 削弱。 

我们 不妨设 想一下 ，一 巨发生 战争， 要将 这些分 散的小 部队焦 

中起来 ，又 是何等 不易。 在 实际操 作屮， 企部集 屮是完 全不叮 
能的 

淸军如 此分 散驻守 ，原 因在于 其担负 的 职责。 

淸朝是 靠武力 镇压而 建立起 来的高 度中 央集权 的政权 T 军 

叭 是其支 杵:。 衍是， 当时清 朝没有 鹫蔡， 商 度中央 集权也 不淮建 

立 地方性 的内卫 部队； 维持社 会治安 ，保持 政治秩 序就成 了清军 

最重要 最大童 的日常 任务。 从 外部环 境来看 ，尽 管淸朝 数次在 

边弒地 区用兵 ，康 熙年间 还在乐 北地区 与俄罗 斯作战 ，但 在“四 

裔宾 服”之 )rr， 清 军并无 强大的 固定的 敌手。 颠裙 清朝的 力蜇在 
内而不 在外。 这 g 决定 了清 军的基 本职责 是防民 为主， 内及为 

主的 性质。 

由此 ，军队 的分散 驻防有 其合 理性： 

一 、赘 卫宫 禁皇园 陵寝， 守卫 各级衙 n 官府 ，肴守 企库 监狱， 

押解钱 粮罪犯 ，协 助关卡 征税， 查拿 私盐鸦 片走私 ，护; r 驿站驿 

道. 以 及执行 衿级官 府交付 的临时 性或相 对扶期 性种种 差使 ，都 

由清军 执行。 而要 完成这 些事务 ，显然 不必强 大的军 团， 却需要 

众多且 分散的 上兵。 京 营八旗 、督标 、抚标 执行此 类勤务 甚多. 

- 二 、为维 护城市 治安， 弹 历 盗匪， 清 军除在 城门派 兵守卫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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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人员外 ，又在 城内设 立堆拨 、栏栅 ，是 则巡查 ，夜 则守更 （如前 

提厦门 24 堆拨即 属此类 ，相 当于聱 察）。 这又需 要众多 旦分散 

的 士兵。 各 城守协 、营 以及驻 在城市 中的驻 防八旗 和绿营 ， 担负 

此 类勤务 甚多。 

三
、
 
 也是最 重要的 ，为 了更有 效地监 视民众 ，以防 造反， 为了 

使 各 地方官 随时可 以找到 一 支可资 利用 的部队 ，为了 克 服当时 
的交通 困难而 能及时 镇压， 清军在 各市集 、要隘 、道 口、 险峻之 
处， 设立了 大大小 小的汛 、塘 、卡 、台 ，拨驻 兵弁。 这 些小部 r 火对 

付遍 于全国 揭竿而 起又时 起时落 的反叛 ，极 为便利 ，因为 绝大多 
数 在乡村 活动的 反叛者 和盗匪 都是小 股流窜 、乘虚 蹈隙的 ，清军 

若集中 兵力往 往无效 .甚 至找 不到其 踪迹。 清军 绿营兵 的主力 
由此而 分散。 

四 

、

 

强

兵

 

悍卒从 来就是 专制王 朝的心 头大患 T 而以少 数民族 

入主 中原的 
清朝， 对于一 

支兵力 
强于本 

族武装 
（八 旗） 的 汉族武 

装 （绿 营） ，更 是多加 
防备， 其 基本对 

策就是 
用兵力 

相对集 
中的八 

旗监 视兵力 
分散的 

绿营。 
因此 ，绿营 

兵驻扎 
的分散 

，不仅 
由于军 

事 的考虑 
，而是 

出于政 
治的需 

要。® 
. 以上 仅仅是 理论上 的分析 ，而 在实际 操作过 稈中的 情况如 

何， 可以引 用一些 官员在 鸦片战 争中的 议论。 

1840 年 8 月 ，英军 抵达天 津海口 ，直隶 总督琦 善奏称 ：“天 
津存兵 共止八 百余名 ，除 看守 仓库监 狱城池 暨各项 差使外 ，约止 

六百 余名。 其余沿 海葛沽 、大 沽海 口 等三营 ，葛沽 止额设 兵一百 

余名 ，余 二营均 止数十 名不等 ，兵力 较单， ⑪查天 津镇标 两营， 

加 上天津 城守营 、葛 沽营， 总 兵力达 2400 人， ©与 实际存 营数字 

比较 ，可见 出外担 负勤务 之多。 

1S41 年 9 月， 福州将 军保昌 等奏： “楫 城旗 绿营兵 ，除 向例 52 



&处值 班外， 实 存兵一 千零四 十名。 查福州 八旗驻 防兵弁 
196(〕 名， 由福建 将军统 辖的绿 营兵共 3 荇 （左营 938 名 ，右营 

938 名， 水师营 627 人） ，总计 4463 人 向 例各处 值班” 兵数占 
闪分 之三以 上： 

1841 年 11 月 ，盛京 将军靑 英奏称 ：奉无 “所有 备城额 兵、 多 

则七 八百名 ，少则 -:四 & 名， 东西各 路一二 名 不等。 省 城西额 

兵 五千二 百余名 ，其中 各项差 谣繁多 ，在在 需人。 又边夕 伦、 

看 守围场 堆拨等 项， 每年共 需兵九 百余名 ，均 应按季 轮流派 

往， © 耆英虽 未莨接 点出可 机动的 兵数， 但指明 r 兵丁 担负的 

各 项差徭 之繁重 .:， 

清 军的编 制明白 地说明 了它利 于分散 “治民 '而不 利于集 

中 御外。 如果 用今天 的眼光 观之， 清 军不是 一支纯 粹的国 防军， 

而是 同时兼 有警察 、内 卫部队 、国防 军三种 职能。 其中国 防军的 

色 彩最淡 ，螯察 的色彩 最浓。 退一步 说， 以 当时的 4 亿人口 ，配 

备 80 万警察 ，警 、民 比例为 1:500, 以今天 的标准 来看， 这一比 
例 也不为 过高。 

清军 布防的 分散和 承担的 仟务决 定了：  - 、清 军+可 能全数 
用 于怍战 ，额 设兵丁 与可以 参战的 兵丁是 两个不 N 量的 概念； 

二 、清军 已束缚 于各地 ，没有 一支可 机动怍 战的部 队®。 也就是 

说， 总 兵力达 80 万这一 数字， 在实 际操作 中不具 有今日 应有的 

由此 而论， 真正 有意义 的是鸦 片战争 中清军 可投入 作战的 

数量。 

鸦片 战争的 实呩交 战省份 为广东 、福建 、浙江 、江 苏； 更具体 

一点， 实际交 战地点 为广东 的虎门 、广州 ，福 建的® 门 ，浙 江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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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镇海 、宁波 、乍浦 ，江苏 的吴淞 、镇 江, ，上述 四省清 军共约 22 

万人， 上 述交战 地区清 军平时 守兵约 3  7SX。 然而 ， 不用 说是全 

省 ，即便 是交战 地区， 若非全 境受英 军攻击 （如 乍浦、 镇江等 地）， 

守军不 nj 能全数 参战。 例如前 面提到 的厦门 ，参加 1841 年 8 月 

取门 防御作 战的清 军共计 5680 人， 但驻守 当地的 福建水 师提标 

4300 余人中 参战者 却不足 2000 人。 

战 争的到 来并不 能取消 各地守 军平时 的任务 ，相反 ， 局势的 

紧张使 统治者 们觉得 更有必 要监视 民众， 以 防乘机 生事。 因此， 

即便 在交战 地区， 当地清 军并不 能全部 取消原 先的汛 塘哨卡 ，而 

集中其 兵力； 只 能在这 些汛塘 哨卡中 抽调一 些兵弁 ，组成 临时编 

制 的部队 ，准备 应战。 抽调是 鸦片战 争中清 军集结 的唯一 方法， 

各将军 督抚从 本辖区 内地调 兵增援 海口， 用的就 是这， 办法 ，清 

廷从内 陆各省 区调兵 增援沿 海各省 ，用 的也 是这一 方法。 这里 

我们 举两个 例子： 

一

、

 

 

1S40 年 7 月 15 日 ，两 江总督 伊里布 获悉定 海失守 ，从 

江苏、 
安徽等 

处调兵 
3550 名增 援宝山 

、上 海， 丼涉 及到徐 
州镇、 

寿春镇 
、扬 州营 、狼 山镇、 

福山营 
、京口 左右奇 

兵营、 
镇江营 

、常州 

营、 太湖营 
、高 资营。 

每处 300 至 500 不等。 © 

二

、

 

 

L841 年 1 月 16 日 ，湖广 总督裕 泰等遵 旨从湖 南调兵 

1000 
名增援 

广东， 
结 果从提 

标抽兵 
300 名， 镇箄镇 

标抽兵 
200 

名、 水州镇 
标抽兵 

200 名、 绥靖镇 
标柚兵 

100 名 、抚 标抽兵 
丨00 

名、 辰永沅 
道标练 

勇柚勇 
100 名。 © 

正是 如此. 道光帝 从各省 抽调， & 省督抚 从各标 营抽调 ，各 

标营 长官 又从各 汛塘堆 拨哨卡 抽调。 此 处数名 、十 数名 、彼 处数 

名 、十数 名. 积少 成多， 临时 任命将 弁督率 出征。 鸦片 战争中 ，广 

东曾 得外省 援军共 L7 万人， 来自湘 、桂 、赣 、鄂 、云 、贵 、川 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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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先后 片得外 省援兵 共约 2 万人 ，来 S 闽 、皖 、苏 、铮 、湘 、鄂、 

豫 、晋 、川、 陝 、甘 、桂 卜二 省。 这 些临时 拼凑的 部队， 氏与 兵不 

熟， 兵 与将不 必然会 使整 体战斗 力水准 F 降。 ® 

那么， 这种 抽岡的 // 法究竟 能 集结多 少兵 力呢？ 

杓片 战争中 ，清廷 JV 二次 F 令沿 海各省 加强海 防：第 1 次是 

1841 年 7  II 获悉定 海失陷 耵 （是年 9 月英军 南下时 下今撤 减）； 

第 二次是 1841 年 1  获悉虎 H 开战 之后 （是年 7 月 W 奕 山谎报 

军情吋 K 令撒 减〉； 笕二 次是 1841 年 9 月 获悉厦 门失守 之后。 

沿海各 将军 督抚皆 从本省 的内地 抽调兵 丁增揋 海口， ttisrtt 

1  颃设 兵 r 
1 

1 
■ 
■ 

; 第 -次定 侮夫守 G 
■ 

1 

虎 n 失守 u ®n 失 w 记 八 旗驻防 

■」△ 

I1!  ：* 

38280 
679n 

) 0000 余 

盛京 10000 ■ 

川东 2320 20057 
1 

3000  fk 

i 

3000  ̂  

■ 

7800 
■ 
■ 

1 

mu 

1 —
 

约 4000 37565 7900 
约  ionno 约 looon 

4463 M675 13000 余  i 
I5f>00 余 

广东 3MHJ 68263 10000( 

S  Pa  _ 

J 

从 k  A〕 a 见， 除海 「1 原设 防兵外 ，抽调 内地 的兵力 至多 不过占 W 

额圬的 W 分之 1 此 t 数宁 可视为 其最人 抽调兵 力之数 ，因为 

斤 柠督抚 们此后 纷纷 泰称“ 实 无一兵 可调 '又极 为担心 3 地的 

“盐 枭” 、“烂 匪 ”乂会 乘此兵 力抽调 之机牛 事。 其 中鉍营 兵抽调 
比例最 低者为 山东， IW  1842 年 1 月加 n 山东巡 抚托浑 布矣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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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U 岸调 防弁兵 仅止三 千余名 ，在 沿海尚 形单薄 ，在腹 地已涉 

空虚 …… 尽管山 东抽调 的防兵 R 占其 额兵的 六分之 1， 统治 

荇就 已感到 难以维 持地方 h 的正常 秩序， 只能抽 回一些 。 

由 于沿海 各栉的 淸军不 敷调用 ，清廷 从内地 各省区 抽调兵 

厂增 提沿海 ，其 数宇为 ：❽ 

调 出酋份 额设氏 丁 

1 调出 sr 

! 抽 调比韦 

安 徽 
9502 

3500 1  36.83% 

湖 北 
_ 1 

!  20645 7300 
35.35% 

江 
■ 

12562 
■ 1  4000 

31.83  % 

陕 西 25G0I 5700 22.80% 

南 15491 
1 

4000 
25,82% 

叫 m 31808 

7000 
22,0% 

f- 

P1 林 
约  10000 

2000 
20,00% 

约  10000 
2000 20.00% 

察哈尔 200fl ! 
广 西 

22632  
' 

■  ■  ■ 

3000 13,26% 

湖 南 27306 2500 
1 

9.16% 

贵 州 36737 
2500 1.18% 

山 22962 
1500 

6.53% 

肃 
1 

(^9341 
* 

3700 
5-33% 

南 40042 500 1.25% 

由上表 为了支 撑战争 ，关 内各行 省及东 北地区 ，都 有调民 

行动。 只有 新疆和 朵古地 区未抽 兵参战 。 

以上洁 廷从内 地各性 K 抽调 的兵力 、共达 5.1 力人， 分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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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广东 （1.7 万） 、浙 fl: (最高 时为 1.8 万） 、江苏 （最 卨时为 1.3 

厅， 其中 人部分 为原增 援浙江 的 军队） 、直隶 （ 1 厅） 、锦州 

( 1  ) 、 芜湖 （ 1000)； 若加 上沿海 各该 酋增樯 部队及 海口原 设防 

兵， 淸朝在 鸦片 战争中 实际动 (4 的部队 共约 10 万。 

当然， 不能 说清王 朝无法 再集结 豇多的 部队， m 若要有 很大 

的增加 ，则是 不可能 的。 ® 

尽 管清军 的编制 非 常不适 应近 代战肀 ，但 姑， 总兵力 80 万 

书 竟是一 个庞大 的数字 ，鸦 片战肀 屮也 节竟 集结了  10 丌 军队， 
与 英同远 征军嚴 “圬 力时的 2 万 人相比 ，仍为 绝对忧 :势。 

然! I 有一 项囚素 致使上 述态势 发生根 本性的 逆转， 这就证 
h 节 提到的 英军舰 船。 

英 军“船 坚炮利 '是 3 时清朝 〖： 卜已 经达成 的共识 ，而 在此 
共识 之下， 放弃海 h 交锌乂 成为淸 牛:的 必然 选择。 也 就是说 、清 

军太去 r 战争 的主动 权， n 能在 陆地被 动地等 待对力 ■的 进攻。 

英军的 舰船不 仅是凶 猛的进 攻-f 段 ，而 且是 高效的 运输手 

段 ，英军 由此可 重复使 用其数 M 有限的 军力。 一艘 战舰使 _两 

次等 P 两艘 -名 士兵 参战叫 次等于 两名。 清军 [SK 陆上 调兵 
速 度比不 h 英年 的海上 调兵. 口_不 知英军 的战略 n 标和怍 战指 

导 方针， 只 得处处 设防。 也就 是说， 全国几 千里海 岸线， 都是其 

防 御的范 

这就 构致了 清 军在鸦 片战 争中的 圬力配 E 的 实际场 景：为 

r 对抗 英军 4 能 的入侵 ，盛京 、直隶 vm 苏 、浙江 、福建 、广 东七酋 

区几 十 t ■海 u 都得 派只拨 炮防御 ，其 屮虎门 、厦门 、定海 、镇 海、 

以松 、大沽 : Aj 最重要 ，驻吖 的淸 军从四 千至一 万不等 。由 J: 英方 
n 岘船优 势 时 获 得作 战地点 、作战 时问利 作战 规模的 决定权 ，诘 

57 



朝欲饰 战保持 与英年 :相当 的兵力 ，须 事先 在每一 讨能交 战的地 

.区 部署 与英军 可能投 入的部 队相当 的兵力 

集 中兵力 本 是军事 学中的 常识， 而 清朝所 处的被 动地位 .使 

之不得 +分散 兵力。 

由此 决定了 总兵力 占绝对 优势的 清军， 在实 际交战 中无法 

保 持此一 优势。 在后向 的各章 节中， 我 们将会 看到， 鸦片 战争中 
较人 规模 的战役 战斗井 12 次 ，除 1841 年 5 月广州 之战和 1842 

年 3  d 浙东之 战时囚 获各省 援军而 保持兵 力上的 优势外 ，绝大 

多 数的战 役战斗 清军的 兵力与 英军相 距不远 ，而在 W40 年 7 月 

定海 之战、 1841 年 1 月 沙 角大角 之战和 1842 年 7 月镇 江之战 

中，反 是英方 占了圬 力上的 优势。 

我 们从实 际操作 的层面 讨论清 军的兵 力问题 ，坯有 一个很 

容易被 忽视的 因素， S 卩调兵 速度。 

由于清 方不能 确定战 场位® 和作战 时间， 史 兼调兵 还受到 

军费等 因素的 牵制， 清廷 在鸦片 战争中 的调兵 行动， 主 要有两 

次： 一是 1841 年 1 月 虎门之 战后， 主要方 向是广 东； 一是 1841 

年 10 月镇 海失守 肟， 主要 方向是 浙江。 

3 时的 运兵， 基本沿 驿递道 站线路 行进. 沿 途各地 方官组 

织车 船夫 并 提供粮 草住宿 。 尽 管清军 的编制 和任务 ，致使 

一省- 次调兵 仅一两 千人， m 因道路 狭窄和 当地供 给能力 

介限， 一两 r 军队亦 不能集 ra 开进， 须分 成数“ 起”， 每“起 ”2oo 
至 300 入 。在 河流通 航的地 援 军可以 乘船， 至其它 地区， 

因 午:马 有限， 绝大多 数上兵 只能靠 两条腿 走路， 其速度 之慢， 

不难 想见。 

为此， 我具体 统计了  19 拨援 军的调 兵情况 ，® 推算 出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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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兵 的大概 速度： 邻省约 3() 至 40 大 ，隔一 二省约 50 天， 隔二省 
约 7(3 天 ，隔四 # 约 90 天以 上。 

如此缓 慢的调 兵速度 ，使淸 军丧失 r 木 十作战 的有利 条件。 

当时英 海军舰 船从南 非的开 曾敢 驶至 香港约 60 大 ，从印 度幵米 

约 30 至 40 天 ，即 使从英 H 本十 .幵来 也+过 4 个 多月。 蒸汽机 

的出现 ，轮 船的使 m， 乂大大 加快了 苋军的 速度。 1841 年英令 

权 代表从 盂灭到 澳门仅 m 了  25 大- 由 此推筧 ，英 军从浙 江的舟 

山派轮 船至印 度调集 援军或 平需品 ，来回 时问几 乎相冋 于清方 

从 四川调 兵至广 东或 从陕甘 调兵 至浙江 1 方便 快速的 舰船缩 短 

r 英年漫 长的补 给线， 而 落后的 交通条 件则延 长了滑 军 增援的 

路程。 先 进的科 学技术 在兵力 问题上 显示出 威力。 

如此缓 慢的调 兵速度 ，使 清军 的兵力 部署跟 + 上英 军的军 

书 行动的 展幵。 1840 年 6 片， 英军从 广东水 域出发 ，攻陷 定海， 

兵临天 津海口 ，仅 花了  35 天； 1841 年 8 月 .，英 军从香 港出发 ，连 

陷 JS 门 、定海 、镇海 、宁波 数城， H 爪了  53 天。 而清 军呢， 道光帝 

在 1841 年 1 月虎门 沙角、 大角之 战前; 5 增 兵广东 ，但在 4 个另 

d 有 -次 弱小的 攻势； 1841 年 【0 月 ，道 光帝获 悉定海 、镇海 
失 陷后， 再次派 兵浙江 ，近 5 个 月后， 清军 方发动 反攻。 

这样 的叙述 可能过 于柚象 ，让 我们来 看两个 例子： 

… '1S41 年 10 月 26 日 ，道光 帝调四 川建昌 、松 藩两 镇中精 

兵两 千名， 前往浙 江“征 剿 ％® 苴到 1842 年 2 月 ，该部 援军风 
尘 仆仆， 历经 四千余 里赶至 前线。 3 月 10  H 参加 进攻宁 波的战 

斗。 而 英军于 1841 年 10 月 日攻占 宁波后 ，此 时已休 整近半 

年。 比较中 英双方 ，何劳 何逸？ 

二、 1S41 年 4 月 16 日 ，浙东 反攻失 败后， 道光帝 根据前 

方主 帅奕经 的请求 ，调 广西兵 1000 名増援 浙江。 6 月 29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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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头起、 ：起共 550 人到达 ，后 两起 450 名尚在 途中。 而 英军此 

时已 放弃 T 波 ，攻 陷乍浦 、异淞 ，正 浩浩荡 荡驶进 长江！ 奕经连 

忙 将该部 再派往 江苏。 一直 到战争 结束， 该 部未参 加任何 战斗。 
鸦 片战争 距今已 150 多年， 我们 不能用 今天的 标准去 

判断 当时的 情势， 不 管这些 标准在 今人的 眼光中 又是多 么的天 

经地 夂。 

三 士兵 与军官 

兵器 和兵力 ，无 疑是标 志军事 力量强 弱的最 重要的 两大因 

素。 然而, 若仅此 便能判 断战争 的胜负 ，那么 t 人 类的战 争史就 

会 如同数 学中的 加减法 那般单 调枯燥 ，失去 其应有 的光彩 。在 

历 史上， 以弱胜 强的战 例时有 发生， 其中的 决定因 素就在 于人以 

及由 人制定 的战略 战术。 

人的 复杂性 在于其 思想， 人所制 定的战 略战术 又干变 万化， 

很 难集中 概括。 因此 ，鸦 片战争 中的高 层人士 的经历 、思 想及其 

战略 战术， 我 将放在 以后各 章结合 战争过 程进行 讨论， 本 节只是 

简单地 描述清 军作战 的主体 —— 士兵 和军官 的一般 情况。 

中国史 学的主 要缺点 之一， 就是视 野集中 于上层 ，许 多史料 
作者 对其身 旁的下 层民众 生活， 因不具 秘闻的 性质而 忽略不 E。 

在我 探究当 时清军 官兵的 一般生 活时， 受窘干 材料非 常之少 ，只 
能 将散见 f 各处 的零星 材料拼 凑出大 致而非 精确的 图画。 

清朝 的兵役 制度是 一种变 形的募 兵制。 早期 的八旗 是一种 

兵民 合一的 M 度， 清人关 人丁 生繁， 兵额 固定， 逐步演 化为从 60 



各 旗务佐 领中 抽选罔 定数 m 的男 r 充兵。 绿营兵 募自固 定的兵 

户__ 与 K 户 相比， G 户出 丁后 叮免征 钱粮 赋税。 而 在实际 操作 

中 ，尤戽 在战时 ，绿营 的兵员 除来自 K. 户外 ，也 打从 社会 其他成 

R 屮菇集 fh  &色人 等均有 = 

这种挑 芬的方 式具休 执行情 况又是 如何？ 我们 可借用 RM 

时期 的著名 将领冯 玉祥的 个人经 帮 助读萏 H 解： 

“ 保走苻 五营练 军 ，是有 名的… 义子兵 ％ 这意思 就是老 
子還 $ , 由 儿 子顶名 4 缺， 普通外 面不 相亍的 人 ，是 很难补 

进 去的。 有 时即使 一年半 载挖出 一个姨 ，就 有许多 人来争 

着 补 ，各方 S 托 人保荐 ，所以 我外 了几次 ，都 没有 补上 0 

“有 一次 ，营中 士了一 个缺 ，外 人迹 不知 道， 管带 苗大人 

就说 ： ‘这冋 扑冯大 老爷的 儿子。 ’ 

“旁 人楚问 ： 1 冯 大老爷 的儿 子叫什 么名字 Y 

“ 这一问 ， 苗大 人也怔 住了。 接着 那人就 说：‘ 让我问 问 

去。，
 

“这时 苗大人 生怕他 去一问 ，耽 搁了 时间 ，缺额 又被旁 

人枪去 ，贵 以他隨 即说： ‘我知 道，； fl 不 着问/ 于是他 就隨手 

写了  1 冯玉 祥’三 个字。 

“ 本来我 们 的名 字 是按照 疾 中‘基 ’字# 行取的 ，家 兄叫 

基道 ，我叫 基善。 这次 补兵. 因 为苗大 人隨便 一写， 以后我 

就沿用 下去， 没有更 换本名 ■= 这 就是我 的名字 的来由 。我 

补兵的 这年 ，是 光绪 ^ 八年， 西历 1892 年， 我才十 一岁。 

“补上 兵之后 ，我没 有随营 操练。 除了 发 询时到 营中应 

名 领饬 外， 其余 时间我 仍在京 中过活 …… ”© 

冯 ~R 祥的父 亲是一 名哨官 ，冯 五祥加 人的是 淮军， 这与鸦 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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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中的八 旗绿营 是有区 别的。 冯玉祥 11 岁参军 ，也是 一种例 

外 ，故冯 氏自觉 有特别 意义而 写入自 传^ 我们不 能把冯 氏的事 

例当 作普遍 现象来 看待， 但此中 透露出 来的寡 兵程序 ，却 是清朝 

的一贯 制度。 

清军 的士兵 ■-旦 被募后 ，就成 了一神 终身的 职业。 当时并 

无固定 明确 的退役 制度。 尽管 清军中 （主 要是 绿营〉 时有 “汰老 

弱 、补 精壮” 的行动 ，但从 未规定 多少岁 为老， 什么样 为弱， 更未 

规 定多少 年进行 -次 栽补的 行动。 因此 ，清军 士 兵的年 龄大小 

不…。 W40 年 7 月， 中英第 一次® n 之战 ，清军 被打死 9 名士 

兵 ，档 案中留 下了他 们个人 情况的 资料： 

“中 营守兵 林喜成 ，年三 十五岁 ，系鸟 枪手， 母陈氏 ，妻 
李氏， 子注。 

左营守 兵吴灿 生， 年二十 五岁， 系 乌枪手 ，妻 博氏， 男顺 

左 营战兵 吴观赏 ，年四 十三岁 ，系 鸟枪手 ，妻 孙氏。 

左 营守兵 王大猷 ，年二 十九岁 ，系 鸟枪手 ，母 吴氏。 

右营 战兵邱 明禧 ，年三 十九岁 ，系 弓箭手 ，祖 母林氏 ，母 

刘 氏 ，妻 陈氏。 

右 营战兵 张世译 ，年五 十九岁 ，系鸟 枪手， 母余氏 ，妻黄 

氏， 男光灿 P 

前 营战兵 胡满才 ，年四 十七岁 ，系 鸟枪手 ，男 印蓝。 

后 营战兵 周瑞安 ，年二 十二岁 ，系 鸟怆手 ，继 父厂 ，母徐 

氏， 弟举 t 

后营 战兵吴 振胜， 年二十 四岁， 系藤 牌手， 父浚 ，母林 

氏， 兄词 ，弟贤 。”  ® 
这 9 名士 兵全属 苧称精 锐的福 建水师 提标。 队这 份档案 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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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 年龄从 22 至 59 (等 ，大多 娶妻生 r% 母亲 亦大多 健 

在， 却缺乏 父亲的 记 载。 我 们不知 迸其父 AI： 许为 已亡故 的绿营 

兵， 他们 是否因 父而补 t 的 兵缺。 

溃军士  A 的家眷 ， 皆随 军住于 营中 ，或另 赁房 屋住在 附近, 

不 f 以今 H 军 森严 ，上兵 24 小时 集巾居 ft。 3 时上 兵执 行的任 

务 有如今 H 之膂察 ，其牛 ，活亦 同今 H 齊 察那忭 上班 下班 I 除 Hi 

证打 仗外. 军营 并 不开伙 ，士兵 皆回家 吃 饭 。 一  ki 操演 值 勤来不 

及凹家 T 家眷们 便送饭 前往。 橾演的 场地周 围 、常 常有他 的妻 

儿 旁观。 休息 时与妻 儿共饭 ，与 操演相 比义是 -番风 光:： 转名 

作家 老舍在 他的 S 传 体小说 《正 红旗 t>， 描写 /两 位旗圬 、一位 

骁 骑校、 -位 佐领 、一 位参领 的口常 生活。 这部写 十本世 纪六十 

年代 而描马 h 世纪九 "h 年代 的小 说 ，虽 不能当 作史料 来佐 i 止鸦 

片战争 时期 的场景 ，但毕 蔻给我 们提供 /- -个 就近观 察的位 K 

其中 ，老舍 对那位 充正红 旗马甲 、携“ 面黄无 须”腰 牌进出 皇城守 

的父亲 的生活 ，怍如 F 描述： 

“到上 w 跆时候 I 他便去 丄的。 下了杻 ， fe 照直 回京。 

卜:！  j1 到 京中， 他 识 字不 客， .听 以不 兵读书 . 他只是 出来讲 

头， 諄訏柴 五 色悔， 或剌則 水 …… 一辈子 ，他没 有 

和 C 壬何 人朽 过 架 ，吵 ti 嘴。 他 比往都 K 老实。 可是， 谁也不 

太 欺？； 他 ，他 是带 着腰牌 的祺 兵啊。 T + © 

老 舍的家 ，在 今日 北京护 M 寺…带 ，距 他上班 的阜城 ，并 +算 远。 

这位 马甲 得到这 位后 来出名 的儿了 1 时， 已经 40 多岁 ，两年 肟 死 

尸八 H 联军 之役。 

我在前 F 己经 说明 ，淸军 绝欠多 数上兵 是分散 驻扎的 ，每处 

数名 、十 数名、 数十名 不等。 而 这些分 散的丄 圬携带 家眷居 i 备 

市集 要冲汛 塘碉 卡之地 ，除操 演悒勋 外，平 口的生 活泫周 围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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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并 无多大 的差別 

清 军绿营 、驻 防八旗 的上兵 T 分 马兵、 战兵 、守兵 二种； 京 师 

八旗又 有领催 、马甲 、步甲 、养育 兵等名 H ; 每月领 取粮饷 y 其标 

准 力：㉛ 

绿  营 

h 防八旗 

^  兵  1  故  兵  1  守兵 

0.3  2 两  0 , 3  两  0.3 石 】两 

1 

京帅 八旗 

■  ■ ， I 

亲军 前锋护 

军等 营领催 

•i  甲 

'  1 

步军 菏领催 

r-r
 

步  甲 养靑兵 

1,85  ̂  
■ 

4 两 

1 .85  ̂  
3 两 

0.883 
2 两 

0, 883 石 

1.5 两 1  0,133  C 1.5 两 

马兵即 为骑兵 ，战 兵为出 征作战 之兵， 守兵为 戍守防 卫之兵 .原 

本职份 明确。 但到了 鸦片战 争时， 因战争 规模的 缩小， 许 多马兵 

巳革去 战马等 项开支 ，变为 无马之 马兵， ffl] 战 、守 兵的职 责也曰 

趋 模糊。 由于 粮饷的 差别. 在实际 操作巾 ，守兵 、战兵 、马 兵成为 

士兵 晋幵的 等级。 八旗兵 丁除粮 饷外， 另有 旗地， 每名约 30 亩, 

但 到 r 鸦片战 争吋， 抵柙 、变卖 已十分 平 常。 

仅 a 就数 字来看 ，不 易焚现 问题， 让我们 以士 兵的收 入对照 

下当 时的屮 活 指数。 183S 年， 湖广总 督林则 徐称： 

“窃思 人生曰 用饮食 ■所需 ，在 富侈者 ，固不 能定其 准数， 

若 以食贫 之人， 当中 熟之岁 ，大 约每人 有钱四 五分， 即可过 

一  IV ， 若 一 H 有 银一钱 ，则 诸凡 苋裕矣 

以 此计兑 ，一人 一年所 需合银 15 两至 36 两。 清军上 兵的饷 银 

为 12 至 24 两， 另每年 n 粮 3. 6 石， 其粮饷 养活上 兵本人 ，当属 

纯绰 仃余。 



叮楚清 代的士 兵又打 家眷。 从 前引福 建水师 提标的 9 名士 

兵的材 料来看 ，每 一名士 兵罕少 需养活 2 至 5 人 （因女 iL 未计入 

内）。 3 然， 清代的 兵户往 往是多 人当兵 ，但即 便以三 n 之家作 

为标准 ， 清军 士兵的 粮饷明 M 难以 维持家 i 十。 

清军的 粮饷标 准是顺 治朝制 定的。 是时 经济正 在恢复 ，物 

价 极低。 经康雍 乾二朝 的发展 ，通货 膨涨巳 有相当 幅度。 而粮 

饷标准 虽有多 次调整 ，但 主要 是军官 部分， a 乾隆 后期起 清朝财 

政已陷 于闲境 ，清 军上兵 的收入 一直没 有也不 可能有 大的加 增。 

收入 的低下 只能降 低生活 水准而 不能不 生活， 清军 士兵为 

维 持生计 ，须 得在正 项收入 之外另 觅别项 来源。 因此， 替人帮 

工、 租 种田地 、作小 本生意 等等， 成为当 时的普 遍现象 ，犹 如今日 

之“第 二职业 ”一般 红火。 例如 ，湖 南抚标 右营游 击的一 位长随 
郑 E, 与 兵丁陈 玉林等 4 人出资 27 干文 、盘 F 即 将倒闭 的湖南 

长沙靑 石街上 的“双 美茶室 '经 营乍 年之后 ，转手 于兵丁 蔡步云 、 

等人。 ◎当此 类经营 活动在 时 间上与 值班操 演发牛 冲突时 ，清军 

士 兵也常 常雇人 顶齊。 

淸军 上兵的 收入虽 然不高 ，但 屮竞有 -份 固定的 ¥ 涝保收 

的“ 铁扦庄 稼”。 不 少人花 钱托+ 补甚额 ，补 上后， 值班充 差操演 
时应卯 .其 它时间 仍操持 旧业。 浙江 定海知 a 姚怀 祥的 幕客王 

庆 庄 透露 ，该 地清军 士兵“ 半系栉 n 修 脚贱佣 '以银 洋三四 卜元 

买充入 对于 这些人 来说， 当 兵反成 r “第 二职业 
以 h 创收方 式虽 不符含 淸军的 规定， 但毕竞 未直接 祸甚国 

家和 百姓， 为官者 因牵系 士圬牛 Jr 或 从中获 取好处 而眼开 眼闭. 

一 般并不 迟究。 

其实 ，淸军 的士兵 还有一 项财源 t 即敲诈 勒索收 受贿赂 。这 

种腐 败现象 ，放在 后面 与平官 -起 叙述。 



清 军军官 的来源 ，主 要为两 途：一 是行伍 出身， 如鸦 片战争 

中的 重要将 领杨芳 、余 步云、 陈化成 等人， 皆 由士兵 升至- 品大 

二是 武科举 出身， 又 如鸦片 战争中 的名将 关天培 （武 举人 K 

葛云飞 （武进 士）、 王锡朋 （武 举人） 等人， 由下级 军官而 遂级晋 

升。 此外还 有世职 、荫生 、捐 纳者 ，但为 少数。 行伍 出身再 ，今日 

容 易理解 ，而 武科举 。 - 途 ，须 作一呰 介绍。 

清代 的科举 ，分文 、武 两途。 武科如 同文科 ，分 童试、 乡试、 

会试 、殿试 4 级考试 ，考中 者也有 武童生 （武秀 才）、 武举人 、武进 

士的 称号。 武科 与文科 的不同 之处， 就在于 考试时 分外场 、内 

场。 外场 考骑射 、步射 、拉弓 、举石 、舞刀 诸项。 外场 合格后 ，入 

内场 ，考策 、论 两篇， 以 “武经 七书” （《孙 子》 、《吴 +>、 《司马 法>、 

《尉缭 子> 、 <唐 太宗李 卫公问 对》、 《三 略》、 ■(六 韬》） 为 i 仑题。 

正如认 为八股 文章可 以治天 K- ■样 荒谬 ，清 代武科 举的考 

试项 H 与近 代战 争的要 求南辕 北辙。 a 不沦 《武 绶七 s> 这类偏 
4 

重于哲 理的古 代典书 不立作 为初级 军官的 教科书 ，然这 项仅有 

的与谋 略有关 的内场 考试， 因考生 们错误 红出， © 而在 15 庆年间 

统统 改 为默写 《武经 > 百 余字。 内 场由此 而成 虚设， 外场 成了真 

正 的竞争 场所。 道 光帝更 是明确 下旨： “武科 之设， 以 外场为 

主 ”，© 将 武科举 的名次 集中于 一 项， 即拉 硬弓。 他们以 膂力为 

选择 军官的 标准， 竟有 中式者 根本不 i 只 字之事 。從 

很可能 是用这 种方式 挑选 出来的 军宫并 不中用 ，清 代武职 

以 行伍出 身为“ 正途” ，科 n 次之 ，这种 情况与 文职恰 恰相反 。清 
代军官 的升迁 ，除 军功外 ，均耑 考验弓 马技能 ，若不 能合格 ，不得 

晋职。 身 强力壮 、马 步娴熟 ，仍 是最* 要的 条件之 

用今 u 眼光 观之， 这种方 法桃 选出 来 的不过 是一名 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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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 ，而不 是领兵 作战的 军官。 在冷兵 器时代 ，军 官的骁 勇身先 

有着极 大的鼓 舞力， 火 器出现 之后， 这种勇 猛的作 风已经 降到次 

要的 地位。 且不 论与英 军这支 近代化 的军队 相对抗 ，即 便与此 

期清朝 传统敌 人的作 战中， 这种方 法也不 足取。  ^ 

由此 ，在当 时人的 心目中 ，军 官只是 一介鲁 莽武夫 ，“ 不学无 

术”成 了军官 的基本 标忐。 © 军人的 身份为 社会所 鄙视， 重文轻 
武 ”又成 r 社会 风尚。 

这 种对军 官身份 的社会 认同， 也决定 了社会 人才的 流向。 

第一流 的青年 们致力 于 文科举 ，军 队成为 行齊力 无才华 的人们 
的去处 。 鸦片战 争即将 结束时 i 钦羌 大坦 誉英和 署乍浦 副都统 

伊 里布去 英舰拜 访英国 仝权代 表， 看到舰 t： 有一批 青年， 即身穿 
制服的 随军实 y 生. 为 他们从 小就# 习军 事学术 而震惊 。 伊里 

布 对此评 论道： 

“这 么年青 的孩子 ，应当 在 学校里 吸收‘ 绝理暂 的学 

问乂 这不 比到 战舰上 学习如 何打汊 更好 吗？” ® 

值得 注意的 还存二 项：一 是军钌 如同士 兵一样 ，并无 合理的 

退役 制度。 按 照清朝 的制度 ，参 将以下 军官可 服役至 63 岁 .而 

直 接带兵 的千总 、把总 叶展至 66 岁。 提督 、总 兵无明 文规定 ，其 

致休出 0 圣裁。 我们 知其年 龄的江 南水陆 提督陈 化成、 浙江提 

督祝 廷彪、 福建水 师提督 陈阶平 、福 建陆路 提督余 步云、 湖南提 

督杨芳 、广 东水 师提督 关天培 ，均已 70 多岁 或年近 70。 二是清 

军的 高级指 挥权， 不楚掌 握在武 将尹中 ，而是 由文官 把持。 各掛 

的统店 人员实 际上是 督抚。 这些文 官出身 于八股 文章， 游历于 ■ 

宦 海官场 ，在未 升至督 抚前， 并不统 兵， 未谙 军旅， 其 军事知 i 只 M 

限十几 部古书 C 文 官将兵 ，这 种不含 理的指 挥体制 ，又折 射出武 

弁 素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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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 的社会 地位下 贱的另 一原因 ，在于 其经济 地位。 清军 

绿 营军官 的月薪 为：® 

宫职 提籽 

1 总圬 

副将 
1 参将 ] 

游击 

r- 总 
1 把总 

收入 （两 > 

1 
217.25 

1 
167.6^ __  _  | 98.  12 

1 
63  63 

■ 
52.63 

— 

33.45 
24-23 

_ 1 
14 

1 — 

9.6
6 

就 数字而 n， 军官 的收入 也不比 文官低 ，⑫而 其品秩 ，更 是高于 

文官： 

品秩 

1 
从 

一品 
厂 

JE 

- rt 

一  
mj 

从 二品 m -二品 

厂 

从 

品 

正 

四品 
1 

1 

从 
四品 

TH 五品 
if. 

六品 

正 七品 

武官 提督 总圬 

1 

副将 
; 

:  ! 

参将 
min 

1 

都司 

■ ~ ■ - 1 

1 守备 

1 

千总 | 

i 

把总 1 

文 官 总 督 
巡抚 

1 

布政使 按察使 

1 

道员 
知府 

直隶州 

知州 

1 - - 

1 州同 

知& 

但是 一论实 际权力 ，文官 又比武 官高出 许多。 且 不论正 二品的 

巡 抚可名 正言顺 地节制 从-品 的提督 ，就是 加“兵 备”头 衔的正 
四品 的道员 ，即 可节制 辖境内 的绿营 ，如台 湾兵备 道可管 辖正二 

品的 台湾镇 总兵。 而在 经济收 入上， 文 官治民 理财， 享有 大量陋 

规 和下级 官员的 孝敬， 法定收 入仅是 其总收 入的最 小部分 。“三 

年 清知府 ，十万 雪花银 '这一 人们熟 知的民 谚,道 出了文 官的实 
际收入 （尽 管有些 夸大） 远远超 出其法 定收入 ，而 知府的 品秩仅 

比清 军营一 级军官 （参将 、游击 、都司 、守 备） 中最低 一级的 守备, 

略 高一些 而已。 

就清军 军官的 收入水 准来看 ，绝 无饥寒 之虞。 但当 时官场 

的奢 华风尚 ，使 军官个 个有如 “穷瘪 三”。 自乾 隆朝后 期以降 ，吏 
治已泾 大坏。 当官 的目的 ，在 F 发财。 仅凭薪 水过活 的官员 ，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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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拿 着放大 镜也找 不到。 

可是， 文官有 可供搜 刮之民 （一 知县辖 有数万 至数 卜万民 

众） ，有可 供搜刮 之方式 （如 征粮征 税主持 科举等 等）； 而武官 f- 

K 只有数 M 有限 的十兵 <  1 营 宮辖兵 200 至 1000 名） ，抑 面已经 

提到， 士兵的 生活已 绔艰辛 ，并 尤多少 油水。 

搜刮 管道的 窄小， 并不能 filih 搜刮者 的行动 ，反 引出 搜刮方 

式的 胺刻。 武官的 主要手 段为： 
、吃 空额。 

这种 人人知 详 的作弊 方法， 在当时 与陋规 一样， 几乎 是公开 

的。 ® 民间 的议论 ，言官 的奏章 ，对 此赀议 甚多， 但 真正迕 办落到 

实处者 鲜有。 因 为此是 官官尤 不为之 的陋习 ，也 就形成 了官官 

相 护平+ 吋破的 保护网 ，根 本无法 查处。 

正因为 如此， 对吃 空额的 数量， 从来 就缺乏 一种严 格的统 
计 ，但 许多资 料表明 ，这似 f 取决 T 官汴 的贪荽 程度和 胆量人 

小。 曾任贵 州知府 、道 员等 职的胡 林翼私 下说过 ，道 咸之际 ，贵 

州绿营 苦遍缺 额过半 ，偏 远背汛 甚至仅 存额兵 的六分 之一。 ㉝这 

可能是 -种极 而言之 的夸张 说法， 又贵州 属边远 省份。 而吏部 

右侍郎 爱仁于 1853 年公然 奏称， 京师 “步 军营额 设甲兵 共二万 

一 干余名 ，风闻 现在空 额过半 就难 免让人 惊骇。 

就一 般而肓 ，在各 大城市 .清军 因差役 较多， 官弁吃 空额的 
数 较少 ，但吃 空额的 手段， 却花样 翻新。 京师 巡捕五 营中的 

署差” ，即是 其中的 种 为了应 付操演 巡视， 官弁亦 常雇人 
临 时顶替 

二 、克兵 饱。 

此亦军 官作弊 的传统 手法。 清 军士兵 的粮饷 ，例 有扣建 、截 

旷 、朋扣 、搭钱 、折色 等各目 也为 军官从 中舞弊 创造了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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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也有 一些军 官根本 不用任 何名目 ，直 接克扣 兵饷。 关于此 

类情况 ，史 料比比 皆是， 这 里不- -一引 证。 

除 此之外 ，军营 中的各 项开支 ，也 往往被 军官摊 入兵饷 。如 

福建 绿营： 

“凡武 官到任 ，铺 张器具 ，都 、守 、千 、把 ，红 白喜葬 ，护送 
饷鞘弁 兵盘费 ，修补 零星军 装器械 ，起 早油蜡 ，差 操茶点 ，无 

一不摊 派兵饷 ，是 以每月 每兵奴 得饷三 饯有零 ，不数 一人食 

用， 別 寻小本 经纪， 或另 有他项 技艺/ 藉资事 蓄。” 

更有 甚者， 军 官将见 上司的 门包， 亦摊入 兵饷。 © 

前面已 经提到 ，士 兵的 生活本 已拮据 ，再 加上此 等克扣 ，无 

疑雪上 加霜。 有清一 代士兵 闹饷事 件常有 发生， 正是对 军官种 
种 盘剥的 反抗。 

二 、贪 赃枉法 ，祸害 社会。 

上面 提到的 吃空额 、克 兵饷， 只是 在清朝 的军费 t 面打主 

Mo 但清朝 军费毕 竟数量 有限， 许多人 继而将 目光转 向社会 ，寻 

找发财 机会。 

而军队 若取之 社会， 必然扮 演与其 职责相 违相反 的角色 ，它 

本是护 法者， 此时为 了金钱 面不惜 枉法。 这种行 为往往 是官兵 

联手 ，花样 又层出 不穷： 浙江官 弁出售 兵缺， 纷广 东绿营 开赌收 

费, ㉛这些 都显得 平常； 福建水 师的做 法颇具 创意， 干脆 将^船 

租 赁给商 人贩货 运米， 或租 赁给来 往台湾 的各项 差使。 ® 

实际匕 最主要 的贪脏 方式， 又 是最简 单的， 就是在 执行公 

务 时直接 勒索和 受贿。 

前而已 经提到 ，现 代社会 的警察 职能， 当时由 清军来 承担。 

看 守监狱 、协 收粮款 、巡 査地面 、捕 押罪犯 、缉 拿走私 <  在他们 

的操 作下， 皆成了 来钱的 营生。 久而 久之， 义形成 了监盗 两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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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 一面是 交钱； 一面 是放行 

关 此类 劣迹， 史 料记载 太多， 无法 也不必 —— 引证。 好在 

许多 论著对 此多有 论述。 在 这里， 我只想 引证一 条与本 朽芷旨 

较 密切的 材料：  . 

1841 年 ，两 广总督 林则徐 革职后 奉旨前 往浙江 军汽， 路过 

湖鹵吋 ，这 位已亲 W 战 败的人 史向当 时的名 1： 包 肚臣透 露： ■ 

“粵营 以水师 为最优 ，其岁 入得自 粮饷者 百之一 ，浔 6 

工规者 &之九 十_ 九 ，禁 绝烟土 ，则 去其得 项百之 九叶九 ，仍 

欲其 出力拒 英夷， 此事 理之所 必 不 得也。 

“ 土规” 即鸦片 走私的 陋规。 这黾 提到的 FT 分之一 和百分 之九十 
九， S 然应 视作文 学的语 7f 时不 能当作 量化的 分析。 但 不管存 

张 的色彩 有多浓 ，林 则徐 、包世 臣用此 等数 字对照 ，吋见 问题之 

严重 程度。 

3 权 力与金 钱一样 上市流 通之话 ，即 刻产生 威力无 比的社 

会腐 蚀剂， 当军队 将财神 像奉为 战旗时 ，腐败 已不可 逆转。 世界 

七町以 有一万 种罪恶 时安然 无半， 唯有一 神足以 致命： 执法犯 

法。 曾仟 福建汀 漳龙道 的张集 馨向以 “整 顿”出 名的林 则徐讨 

教， 如何 改变 福建水 师兵匪 一家的 局面， 林对 n: ■ 

“虽讳 葛 弐侯来 ，亦只 是宋 -_f 无策 

时后米 督练湘 军的曾 国藩， 史 是一针 见血： 

“国 瀋数 年以奈 ，痛 恨军营 习气， 武弁 ft 守备 以上， 无不 

丧 k 天良 r  ® 

以上 的描写 ，颇有 专门暴 露黑暗 之嫌。 其实， 我为了 研究结 

论 的公允 ，曾 pef 度地寻 找光明 ，但光 明始终 远我而 方。 我不能 

不 饵 出这样 的 结 论：鸦 片战争 时期的 清军， 本 是一个 难得 见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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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的黑暗 世界。 

我的这 结 论会否 失之偏 颇呢？ 只消 看看当 时人的 言论即 

可 释然。 当时的 人们因 体会更 真切， 而 评论更 痛切， 甚至 呈递皇 

h 的 奏章中 亦直言 不讳。 黄爵 滋说： 

“今 日之兵 ，或册 多虚具 ，则有 额无兵 ，粮多 冒领， 则有 
饷 无兵； 老弱 充数， 则兵即 非兵 ，训练 不勤， 则 又兵不 习兵， 

■ 

约束 不严， 则更兵 不安兵 …… 顾何 致积弊 如此， 臣思 其故， 

皆 由于营 弁之侵 饷自肥 ，扣 饷自润 …… ” 

京城旗 营“三 五成群 ，手 提雀 ■笼; 雀架 ，终 H 闲游， 甚或相 

聚醏 溥。 问 其名声 ，则 皆为迺 城披甲 ，而 实未 曾当班 ，不过 

雇人 顶替， 点 缀了事 …… 

耆 英说： 

“营员 兵丁， 亦无不 以民为 可欺， 藉 巡查则 勒 索商旅 ，买 

貪 物则不 给价值 ，窝留 娼赌， 引诱良 家子弟 ，包 庇汤锅 ，代贼 

潜销 牲畜。 放 牧营马 于田间 ，名 曰放青 ，阻夺 货物于 道路， 

指为 偷漏。 盗劫 案发， 则怂恿 地方宫 ，扶同 讳饰； 兵民涉 讼， 

则鼓胁 众丁 ，群 起而攻 

曾国 藩说： 

“兵 任 之情状 ，各 省不一 。漳 、泉 悍卒， 以千百 械斗为 
常； 黔 蜀冗兵 ，以勾 结盗贼 为业； 其他吸 貪鸦片 ，聚开 賭场， 

备省 皆然。 大抵无 事则游 手恣睢 ，有事 则雇无 赖之人 代充， 

见贼 则望风 奔溃， 贼去则 杀民 以邀功 ■：：■ 章 奏屡陈 ，谕 ^屡 

汸， 不能稍 变锢习 
■ 

在这些 描写之 下所能 得出的 清军总 体印象 ，不 正是 一片黑 暗吗? 

至于由 此而产 生的训 练废弛 、军 纪荡然 ，当时 人的言 论就更 

多了， 我们已 无必要 再作进 一步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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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鸦片 战争中 ，清军 在作战 中往往 -1 触即溃 ，大 to 逃 

亡， 坚抒 抵抗荞 殊少。 在这种 情况下 ，谈论 人的因 素可以 改变客 

观上 的不利 条件， 又 似毫无 基础可 言。 

因此， 对于鸦 片战争 的失败 ，当 时和后 来的人 们得出 了同样 

的站论 ：清军 G 经腐 败。 

可是 ，眼 下流行 的各种 鸦片战 争的论 著中， 一 方面承 认淸 

军已经 腐败， 1 方面 又使用 丫既 模糊乂 明确的 说法， “广 大爱 

E1 官圬 英勇奋 战”云 云， 似 乎只是 一小邵 分上层 人士对 此应负 

责任， 而下层 官兵毫 无责任 可言。 他们的 例证， 正是/ 小部分 

在 抵抗中 柄牲的 将士。 且 不论这 种以偏 概全的 方法在 逻辑上 

的 错误 ，就 此一说 法的倡 导 冇的心 态而言 ，多多 少少又 有一些 

阿 Q 的 味道。 

注 释 

①本 A 关 r 中 w 火 药^欠 器的叙 说， fe 赀得 益于 乇 兆# 先 t 的杰出 

苔作 （中围 火器史  > (军事 科学 出版社 ， 1991 年） ：此外 ，刘旭 的 （中 w 古代火 

炮1 iiK  1: 海人民 出版社 +19S9 年）； M 小鲜的 《第 •次鸦 片战争 时朗中 笕两 

军的 武器紫 备和作 战效能 >(< 历史 档案: H9SS 年第 3 期） 也给予 我存益 W 

vn; 在此氓 表氺 感谢。 

O  相 对说来 ，在这 2 ⑻ 士间， 西方的 火器发 展也很 慢， 主 要是点 火 

梵訟的 改良， 制造」 的迸步 ，而 在外形 卜 大体相 似。 双方对 』:对 手使用 

的火器 ，亦 $ 宂全小 '知戍 迷感 小解。 «介: 性能上 的差 别是很 大的。 

a" 

③  1548 平 ，明 钡军 队在 4 倭寇怍 战的 双屿 之战中 ，缴 狭了倭 寇侦用 

的傭 尙牙及 H 本 W 火绳枪 ( H 本火 绳枪 是仿照 1 改 Q 葡 萄牙火 绳枪闹 来）， 

时弥 “鸟饫 '  在 此次战 屮中 ，明 平还 浮虏 f 养只造 枪的外 「10:1^ 明則 

小 嚷， W 立即 派 i : 旺卞 得 其传而 P 制 e 沾 朝在明 淸 战争中 ， 乂 从明 

平部儿 7 会 广制 造欠 纯枪 的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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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淸军的 装备极 为混乱 ，此据 ■(饮 定人 消会典 图>卷 六九。 

⑤  此 时英平 在抢 械制造 h 开始采 用机器 ，制 成的枪 械规格 统一。 

尼 K； 是使用 镗床后 ，枪 筲直， 弹道 延伸性 能好， 而枪晋 与枪 弹之间 的缝隙 

较小。 在清朝 ，鸟 枪制 造」 ：艺 仍为 仃制， 枪管 费厚薄 不均， 存不 平滑 

之处 ，致 使弹 道衮乱 ，射 右精 度尧； 11 U 径 也大小 +  li 柃过小 ，即 无法 

装药 填弹， 时 1 1 柃过人 ， 易 泄燃气 ，弹出 无力 ，飞行 不远即 坠地。 

©  M 小 鲜先生 对此曾 有研究 ，见  < 第一 次鸦片 战孕时 朗中英 两军的 

武器和 怍 战效能  >(<  历史 杓案 >1988 年第 3 朗）。 片外， 即 便足％ 抢 f.， _ 

般也 配有腰 7J 等冷兵 器 ，以 便与敌 侪斗， * 

⑦  1850 年 底黑龙 江 副都 统清安 奏请 扦地扑 防 '八 旗改 造所部 鸟抢， 
以如京 旗健锐 汽样式 。 咸 丰帝命 备驻防 人臣 议复。 从 ]5 件遵 旨 议复的 

奏折 来石， 4 抢的使 ffl 年限很 长 P 除泛 泛 地提到 “使用 Q 久”外 ， 提 到具体 

使用 年限 的共打 6 份。 最〒 黑龙江 ， 称 “康熙 时征剿 俄罗斯 由部颁 

来'  如此 推箅 ，达 〗66 年 之久。 K- 次 为福州 驻防， 1755 年 ft 用， 使用 95 

年 ； 乂凡次 为杭州 ， 1761 年饴 m , 使 m  9(>  年； 又其次 为 荆州， 1779 年更 :換半 

数 ，使用 72 年 ，另 半数不 知何时 用， 其 使用年 限当在 72 年以 上；； H； 次 

为 乍浦， 1782 年启 用. 使用 69 年； 仪山 海关一 处称尸 1840 年即鸦 片战争 

时启用 （收 刹时 间为 185] 年 ，年限 以此计 算）。 （r 午 :机处 及副 戋折 X 本 -15 

引用各 档案均 为中国 第一历 史档案 馆栽， 以后不 W —— 注明） 由此 W 推 

论， 其它地 区的 鸟抢使 W 年限可 以想见 3 

尽矜扦 卯防八 旗的鸟 枪使川 年限如 此之久 ，完 全成 当更换 ，似 各驻防 

人臣众 t_f  1 同 ，声 称圬丁  L1 得 心应手 ，无庸 改造。 核 其原因 ，我以 为这是 
因为在 当时的 财政制 度卜， 新制 马枪不 可能得 到部款 ，所需 资金只 能银捐 

办。 驻防捐 纳不易 ，而 各驻 防大 组 乂应 3 萏先 捐献。 从另一 力-面 柬石 \新 
制成 的鸟枪 质觉米 必能趄 过原设 鸟枪。 参 见注⑧ 

⑧

 

 

， 时的前 方将领 对此岜 杏 议论 ，不- * 引川。 185] 年杭州 将岑: 

倭 什纳# 
你 ： 1842 

年乍浦 
失陷， 

驻防八 
旗的鸟 

枪大部 
损火， 

战 fi 配发 
新造 

鸟枪 ，与 诙部 
原设 

的巾 
1782 

年启 
川的乌 

枪抿合 
使用。 

“检 存原 
设％ 

枪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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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健锐 俜样式 ，操用 0 然便捷 ，施放 均属得 此外 由军需 局拨给 绿营式 

样 3 枪 五百九 十一杆 ，较健 锐营式 ，枪 身长: 出尺许 ， 配操不 能便捷 ， 且拨给 

以来 ，棵 用将及 f-载， 多 有伤腌 ，施放 打准不 挂得力 ，（倭 什纳奏 ，咸 丰元 

年四月 彳 七 H  , 军机 处录副 奏折） 枪身 太长， 仅使用 不便。 但 仅使用 9 年 

的％ 枪的损 坏程度 竞大子 使用了  69 年的 巧 枪 ，可 SL 制造质 量之差 。另 - 

方 【針， 清平绿 营的兵 器样式 、质 慑均低 f 八旗， 个中原 因后将 叙及。 

⑨  1620 年 （明泰 g 元年 ）， 明朝大 以徐 光启等 人向澳 n 葡萄 牙当局 

购灾 两洋 火炮。 次 明朝 政府不 仅购炮 ，而 1L 聘 葡萄牙 炮 师和西 方传教 

士淞 北京 造炮。 此 类火炮 ，时 称“红 夷炮'  屮国的 火炮技 术从此 大为改 
观。 明清 战争中 1 明平 远之 战用火 炮人牲 清苹， 努尔哈 赤中炮 身死， 

后清 打积 极向明 朝学 d 火炮 制造 技木、 

⑩

 

 例如 ，乂 大培称 ：is35 年 ，他 督陂虎 n 炮台 的火炮 ，- -次 便炸裂 r 

6  n 火炮。 后来， 乂存 :佛 m 镇 制造了  
％  n 新炮 ，在 试放时 

就炸裂 
u>n， 损 

坏 3  H, 能 + 足 75  %  c 见 （筹海 .切集  >， 道光十 
A 年 （1836 年） ，卷三 。 

⑪ 炮弹的 弹 体机糙 ，在发 射时会 .4 炮膛 嗦 擦 ，将影 响射 程和 射击粘 

漫； 炮弹 的弹校 偏小， 又 使燃气 旁泄， 哒 金影响 射裎和 射击 楮度。 

⑫®  (等 办起务 始末 >道 光削， m  1 册 ，第 46i 沉， 第 375 豇。 

⑬ 乇兆春 ：< 屮闻 火器史 X 第 204 页 ，第 291 至 292 页。 

0  当时 制造 火药的 工艺 流枵 为：采 用物理 和化学 的方法 ，以先 
进的 f: 业设笛 ，提 炼高纯 度的硝 和硫； 以蒸 汽仉带 动转鼓 式袋置 ， 进行药 

料的 粉碎和 拌和； 川水 [E 式机械 ，将 配置的 火药甩 成坚固 ff(T 均匀 的颗粒 ， 

使 之砝有 - 定 的几何 形 状和密 实性； m 蒸汽 加热 器烘十 ，使 之保持 w 好的 

卜嫖 状态； At 后用 石墨磨 光机， 将药 粒表瓯 磨光， 除去 气孔， 降 低吸湿 性， 

以延 民火药 的贮藏 期。 这些 先进的 rs， 保证 了英军 火药的 优良品 质。 

⑮㉜ 关 天培：  < 筹海初 集>  卷-二 u 

⑩ 魏源： 《海 H 闺; H  -oo 卷本， 咸 节二年 （  1852 年）， 卷九一 ，陈 

阶〒'  袞折、 - 

⑰ [珩] 巴那比 A 傅兰雅 、钟尺 纬译： < S 闲 水师考 >， 江南 制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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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卜- .年 （iS86 外 :）。 勺时的 英国军 岘分为 7 等： 一等舰 ，炮 100 孕: 

120  n  ; 二等舰 ，炮 S0 至 S6  H;」 等舰 ，炮 74 至 78 门； 叫等舰 ，炮 50 至糾 

门； 茳等舰 ，炮 22 至 4S 门； 六等舰 ，炮 22 至 34 门； 等外 级舰， 炮 10 至 22 

M, 从 鸦片战 争中英 国派出 的远征 平来# ，其 战舰的 七体力 K、 六 等及等 

外级 战舰和 少量的 三等舰 

⑯ 福建 水师提 督设于 1677 年， 至 鸦片战 争吋, 辖提 标 五营等 办营， 

节制 3 镇 ，总 乒力近 2 万人； 广东 水帅提 督设于 1810 年， 至鸦片 战争时 ，辖 

提 标五营 等协啻 ，节制 5 镇， 总 兵力约 2 万人。 

®  关亍 清朝对 K 船的种 种限制 ，可 见尸  <光 绪大清 会典亊 例>， 卷- 
: ：o, 而清 朝的这 些规定 T 并没有 被严格 遵守。 在 福建® n 等处， 也有杻 

过清朝 .规定 的大型 商船。 

®  齐思 和编： 《黄爵 滋奏疏 * 许乃济 奏议合 刊> ，中华 15M, 〗959 年， 

第 99 至 101 页； 《鸦片 战争在 舟山史 料选编  > ，浙江 人民出 版社， 1992 年， 

第 234 至 235 页。 

㉒ 我们 今天所 能看到 的广东 东莞虎 门、 福建 埴门 胡里山 等处炮 P 

遗迹， 都是光 绪年间 参照西 方样式 修筑的 ^ 鸦 片战争 时期的 炮台等 丄*， 

我 迄今尚 末发现 1 

©  该炮台 的囝可 参见， < 文物 >1963 年第 10 期，第 53 页照片 t 林则 

徐 的介绍 文字见 （林 则徐集 > 奏稿中 ， 中华 托钆 1965 年 ，第 643 页。 

㉔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1 册 ，第 621 页， 

©  1S36 年， 一名西 方观察 家看到 r 广州、 虎门一 带的炮 台后， if 论 

道广 它们 不过是 属于幼 稚阶段 的堡垒 建筑的 祥本， 没有 濠沟， 也 没有梭 

堡 、斜 堤或任 何反击 的防御 工事。 …… 河岸上 的炮台 都是裸 露的， 没有一 

个能抵 档得住 一艘大 型战舰 的火力 ，或 可以 抵御在 岸上与 战舰配 合的突 

带队的 袭击。 突击队 总是 从它 们炮火 所不及 的侧面 和后方 找到最 佳的据 

点 来袭击 他们， （<中_ 丛报） ，第 5 卷 ，第 168 至 169 页） 偵得注 意的是 ，这 

位 作者已 经提示 r 进攻这 些炮台 的方法 -- 

@ 梁蒲贵 等修纂 ：<屯 山县志 > ，光绪 八年 （1 朗 2 年） ，卷六 ，第 16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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㉗ 郭  士 :  <  中国 沿海 二次 航行记 M  C,  Gut^aff  “ Journal  of  Three 

'~jy 叹 Along  the  Co^st  of  Chian  in  1 83 1 T  1832  and  l833"Ix>ndon  ,  1834) 第 

24^  r；i \ 

m  (左 文襄公 is 牍） 卷 i_—T“s 总理衙 门书' 
©  对 】;这一问 题的 叙说， 我使用 了皮明 勇先屮 的论点 ，姑 （清 朝兵 

器研制 管理制 度与杩 片战， —— 兼 论清朝 军亊 科技 落后 的政 治原 囚乂油 

印本， 1990 

㉚ 当时 仃 汀漳龙 道的 张集馨 ，对 搾州 的官办 船） 胃有以 f 评论 ：“平 

功厂 （叩 船厂） 则为道 中大累 ，厂中 存水师 武弁- -员在 彼监造 ，道中 派文员 

数佐*  ―相陪 锷造 V  乂派道 差县役 多人弹 HiK 役 ，薪水 月费， 巾 道发给 =■ 

每 ■修造 n 逍屮 少则蛇 洋银 F 数百 斤， 多则赔 _二_ 、卩 g 千元。 赴 nl 领款 ，刁 

难 笛索， 非给以 u| 贽， 则应领 之款亦 领不出 + ■■… 毎有船 只造成 ，驾 出海 U， 

咨请水 师收功 领用. 乃延 搁竟至 -年半 载，海 风飘荡 ，烈 口熏蒸 ， 及至牒 

沂，罕 查来 收功时 ，油 色不能 鲜明， 不 # 领用， 又复* 新 修饰， 吏添 赔累， 

咸宦 海见 W 朵）， 中华 节局， 19S1 年 ，第 63 页） 官办 船厂尚 可加此 赔 

尜 ，时 承包的 私商乂 如何 赔累 得起？ 此中偈 露出来 的索贿 、中 饱现象 T 又 

何能保 证战船 的质 

㉛ 魏源： ■(圣 武记 >， 屮华 书局， 〗9M 年 ，下册 ，第 M5 页。 
®  ■(中 囯丛 报） 第 5 卷 ，笫 165 豇。 

㉔为 f 使读者 能掌捤 此屮的 情况， 我以鸦 H 战肀 中战 斗次数 最多、 

交战时 间最 氏的浙 江酋 为例 ，作 H- 体分 析。 浙江 货共有 绿营兵 37000 余 

人 .在* 内 18 行省中 _ ，是一 个中等 省份。 这些兵 厂的分 布情况 为：浙 K 巡 

抚驻 杭州 ，辖 抚标 2 营 （左菏 407 人， ■^营 391 人夂 浙江水 陆提督 驻宁波 ， 

辖提标 5 营 （中营 850 人 ，右畀 850 人， ^  850 人 ，前营 863 人壯 鄞县大 

鸪所 ，后 营 861 人 驻应家 棚）； 浙 江 提督 辖部 队为 ，宁 波 城守营 637 人； 杭 

州城守 协 865 人， 钱塘营 667 人 （卩』 杭州城 守协副 将节制 ）： 海塘营 408 人 

(驻海 T); 湖州协 3 汽 （左 ft  469 人 ，心葑 469 人， 安吉菪 294 人驻安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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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 m  2 背 （左背 737 人分 驻盗兴 、海乩 . 心菪 732 人驻 V 浦）； 诏兴协 2 怦 

(左营 863 人 驻绍兴 ，右营 L026 客分 驻余姚 、临 山）； 乍浦左 、々莒 609 人； 

太湖汽 623 人。 贲耑镇 总兵驻 黄荇， 辖镇标 3 背 （中涔 866 人驻 海门 汛即 

今 椒江市 ，左菪 郎6 人， 杠营 867 人分 驻黄岩 、海 「】 汛）； 黄岩镇 F 辖部队 

台州协 3 砦 （中营 720 人， 左肯 683 人驻 桃诸寨 ，右营 6Q0 人 驻前所 

寨）； T 海左、 右营共 120S 人； 太平营 782 人 驻太平 即今 温岭 It。 定 时镇总 

兵蛀 定海， 辖镔砧 3 营 （中营 9 卯人， 左营 9S3 人 ，心菪 892 人）； 定海镇 F 

辖部 队为， 象山协 3 营 （左营 638 人 ，心昔 638 人 ，吕 心 水师营 570 驻石浦 

一 带）； 镇海 水师营 1163 人。 M 州镇总 兵肿 温州， 辖镇标 3 营 （中营 831 人 

驻 K 沙讯， 左昔 S32 人 ，右 #  SS9 人 驻宁付 寨）； 温州镇 下辖邢 队为， 温州城 

守营 763 人； 乐清协 2 营 （本营 876 人，# 石普 301 人 驻盘石 寨）； 瑞安协 2 

荇 （左营 473 人 ，右营 469 人）； f ■阳协 2 营 （左营 人 ，右营 595 人）； 玉 

环左 右营井 905 人； 大荆营 669 人。 处州 镇总兵 驻处州 （今丽 水）， 辖镇杯 

3 营 （中营 S36 人 ，左营 835 人分 驻龙垠 ，云和 ，右营 836 人驻遂 咼）； 处州 

销下 辖部趴 为， 金华协 2 营 （左营 513 人 ，右营 513 人分 驻金华 、永 康）； 咁 

水营 434 人。 》州 镇总兵 驻* 州， 辖镇标 3 营 （中营 780 人， 一 部砘龙 游， 

左昔 65S 人驻 常山， 右营砧 8 人 ，一 部驶 江山）； 衝州镇 K 辖 部队为 ，严州 

协 2# (左营 506 人 ，右普 506 人）； 枫岭营 48〗 人。 （以 上据 （淸 朝文献 M 

考> ，商务 印 书馆， 1936 年， 卷一八 六。 有 关清军 分布情 况亦吖 见< 清朝通 

典 >和 〈清 朝通志 >) 从以 tm 况 来眷， 除在 t 些较 大的城 市驻有 3 至 5 营 

外 -般城 布 驻〗 至 2 营 ，个別 县没有 驻军。 当然 ，城市 駐军 ，仅仅 是指该 

提 、镇、 协、 营 的衙署 驻在 城内， 咁其 部队则 分散于 谷地。 

©  梁 蒲贵等 纂修： 〈宝 山县志 > ，卷六 ，第 13  由浐 该资料 未称各 

汛具 体兵数 ，可 参见注 
' 

©  当地 宝山县 境内、 除吴凇 菏外， 另 有江南 水陆提 标后 转…部 （主 

要驻在 县城 … 带）， 川沙 营…部 （ i (要 驻在吴 凇口东 岸）。 吳淞营 的防区 

为宝山 县大部 、嘉 定县 一部。 当然 ，当 吋的宝 山县 境与今 节山区 +  * 全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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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扬华：  <公余 存） 召 制〆 鸦片战 争） 第 1 册 ， 第 222 豇。 

㉞ 周凯等 赛 ：<M 门志 }，m 光 卜/L 年 （〗839 年）， 蓿 _二“ 五营 汛防％ 
从 m 防的 h 沐較 7: 行， 沂 军不仅 分散 ，而 w 汴不 划区 集中肿 守。 如厦 门岛 

[:， 5 菏 R 弁皆冇 ，5 汽衙 W 亦皆 在厦门 城内 外； 又如大 祀， 5 营各 派战船 1 

i  ( , 圬弁 4 1  G 巡防。 这种 厅 法， 3 属 八旗 轮流 抽派 的影响 所致 ，对 作战极 

为小利 ： 

㉚ 罗 尔锕 先对 F 绿营汛 塘圬 的 解释似 以。 他在 （绿# 兵制 ） （ 屮华 

tmiyS4 十 :） 第 8 章第 2 节中 提川： 、只坫 城守 、分防 各 汽设 有〜 汛 "圬； 

. _-、 “汛 ”扛 占绿营 总数的 _-: 分之 \ 从 地方忐 材 料来肴 ，情 况完全 不同。 

“HT 应足 淸车 背以 卜-的 - 级编制 、组织 形式， 宂 圬数 的多少 ， 据其 任务而 

请乍的 督 、抚 、提 、镇 押标都 设汛： 从这个 意义说 ，绿 营中不 fr_ 侘专门 

rtTfW 或 “非? R 兵'  ㈥力 未在 “汛 ”的 兵弁， 亦存 州应 的塘 、寨 、堆 拨-等 
处， M 不过 圮名 称小 M  .： ■罗尔 纲 5t i 认为 ，淸军 绿涔中 的提际 、滇标 不设 

阽汛， 机动件 -弛 ，从 h_ W  ® 建 水师提 砧的 情况来 矜 ， 似为 右误。 

©  对此 ，龙汝 忒谈及 I h 吋清 平时 钳 ：“除 抚标 及额设 ft  r 外， 分成叫 

I -余 荇， 柯讣州 抖之 城守 、汛 塘 …… 7 法之初 ，原 以为承 T_ 无求， - 则散强 

tV 2 徙 ，使无 M 大+ 淖之坩 ； - 则架空 虚之防 ， 使无 照顿+ 及之虞 v 川意 

罕深 il 远， （< 皇朝 妗饨 文绰编 >, 卷六、 ■(整 顿 n 务议 >) 

⑪® ©⑯ (© 《捫 片战 案史料 >, 第 2 听 ，第 237 页 ，第 756 办； 第 

4  at 第 12(} 奸 ，第 259 页， 第 398 豇。 

猫 糾文 献通冬 f 卷一八 天津镇 f 示 2 营， 共斤 \400 佘人 ，天 津城 

斤巧 450 人 ，葛 490 余人. 又 ，琦善 -#  “葛沽 、大 沾海 JJ 等一 :符'  .未杳 

到 mm  id 载 。査 g 沾 营分驻 新城、 人沾 等处， 此处的 “片 ” 似 非编制 .上的 

H  T 似 为驻 扎的 ☆地 。义， <  4 朝 文献 通兮） 为乾 降年 M 的数 7- , 朱必 k 

朽片 战专时 宄 + tti  I， 彳 . m 内 清平耳 :制改 动 m 少， 尺体敉 7 七会 有很大 的变 

动 。朽 片战 沿 則 G 门成 立丫总 R 力达 2f>00 人的 大沾协 。 

⑪ （皇 則文献 通考丄 卷- 八六. 

如 这 驭別 淸平 托邰# 作…鸣 说叫： 一 、 V 帅八旗 和巡捕 fi 营 JIM n 余 

79 



儿 fU 扣气大 的部分 用于执 行荇 钍、 睃寝 、衙 「丨的 H 常 勛务； 巡捕 5 营及一 

邵分 八砒求 ft 则 是巡防 地仙， G 守各城 n， 堆拨 ，维持 京师治 安:： 为厂守 

[1京 城 ，这些 部队… 般不轻 y 抽 凋.. 在鸦片 战争中 ，也没 冇动 m。 -、 各 

地将平 、都统 、副都 统统率 的驻防 八旗， 相 对集屮 ，何 - - 处至多 不过数 ！\ 

除 u 常勤 勞外 ，又打 守城之 贞。 在鸦心 战争中 ，此 类兵 r 调 动不多 y 二 1 

作 杵何抚 所举 fH 示 、扰标 、泗 w 、 河砧， 所柯负 的分 府® 务相 a 繁 £ 。 提督 

所辖 提細 兵数较 何标 等力 多， m 冇 守上 之责， 不 能全数 用以机 动作战 t 

叫 、各镇 、协 I 营 ，布苕 明确的 绥靖地 打 之责， 也+能 令部用 以 參战。 也就 

M 说， 如此 庞人的 淸军 ，找 不出 -支 可以 完全用 以作 战的成 违制的 部队。 

⑰ 这毕 .例平 的仅指 卜: 想战斗 地区 ，齊 ^发 生过小 规模战 屯 的还 W: 

广 东从虎 门 到广州 的东筅 、南 海 、番禺 it. 境内 ，从 西江 n* 半:虎 n 后莲 花山 

的 香山 、新会 、顺 德县境 ； 浙江 的 m 谿 、奉 化 、 余姚； n: 苏的 宝山 、上海 、松江 

以及 feKT 游诸 要点。 

©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笫 2 册 ，第 164 驭。 具体 数字 为： 徐州镇 

400 名、 寿存镇 400 名。 扬州 ft  500 名， 狼山镇 350 名， 福山营 350 卞“京 

H 左营、 右 ft 、奇 兵营 350 名 ，镇 江普： i00 名， 常 州角 3(K) 名 ，太 300 

名 ， A 贤 营 3 ⑽名、 

®  « 任兵 邰侍郎 、后 m 建湘 军的 w  w 藩对 此极 有体会 ， 称：“ 围藩择 

念今 p 之兵 ，极 可伤恨 者，在 '败 不 相救 + 四7 广 （《与江 忠源  >， （曾 国藩仝 

m  iMrr  '岳轮 mt、i99fl  第 i92  a)ma 为 如此， 当 rc 忠源奏 w “调 

士崁湖广圬六_]^之时，矜闲藩劝其调兵不如雇勇< 

@  额设 兵丁一 n 中广东 、直 隶绿 汽 5  a 〖S4i 年之数 （见 <荠 办夷务 

始米 >近 光朝 ，第 3 册 ，笫 L330  .^：  1332 页； 江苏 、浙 江 、 樞逑、 山东绿 菪圬为 

1849 年之数 （见 （清 史枱 >兵志 _:L 浙 江、江 苏八 旗鲇 防为鸦 片战予 时期 
数， H 体 为江宁 3560 名/京 M  (镇江 ）1185 名 ，杭州 200() 名， 乍浦 1181  ̂  

(见 （舄 办由 务始末 >M 光朝 ，第 857 反， 第 川 64  第 IS43 页 ，第 1920 

[Jf), 广东的 广州 、福迚 的描州 、山 东的 肯州和 德州以 及盛京 的八 旗肿防 

数裾  <皁朝文 献通考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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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荇办 夷务 始末） iB 光朝 ，第 3 册 ，第 1578 页。 

©  & 行 谷额 设圬 _厂 数宁 M 是绰 介， 小包 坫该 告驻防 ■: 绿 fr 兵数见 

■C# 办央; 务始永 > 迫) t 朝， 奶 3 趼， 笫 1332 取； A 林、！ 龙江 力八 艇， 圬数# 

lAlC 淸钊 文献通 芩>、 各地抽 關兵 数養兄 《筹办 夷务始 米>道 忙朝 存尤 1: 

谕， 闪』;(的太名，小1列- 
^  加 沿我 ff  ] 以 & 战地 K 浙汀 . 行 的抽悶 比韦 24  % 和 1 卩交 战地 区 的安 

徽杵 的抽调 比 4;  36  %  . 作为 清朝 能达 到的砬 A 标 砟 ，耶么 ， 除 已诮 结的 1 0 

// 人之外 ，还 可以动 M 约】 0  7/ 人左 h 抖 是卜 列車: 项值得 〖 t 总：河 兩 、叫 

川 、陕 西等 哲距 离战 场太 远； 广 叫」胡 南 、贵州 、人 南_ 、甘说 等哲驻 兵 较多， 

川要 监视当 时淸帝 N 内 部的府 . m 、 紫等少 数 R  / 反； M 畿八旗 /K 鸦汁战 $ 

中木动 ，足办 f 保 A 在 7 制社 佥屮占 ff 绝对歪 贾地泣 的 泞都； 驻防 八旗除 

5 林 、出 龙江 、 江 宁、 ？/_ 州等处 有-畔 动外 ，: Tt 余在 鸦片战 争中米 动， 

也足 内为 艿 扣负 的符殊 使命。 闪此 ，以 保持 「朝的 统治佚 序 的稳定 为光 

决糸 什， 浙 fx 的 24% 和 安徽的 36% 的抽® 兵 力时 比例， 在实际 操作 中是难 

以达 钊的 。至 j: 路途 遥远 而 带来的 H 题 .我存 K 时 述 会淡 及。 >) 外 ，太 f 

人円战 争时 ，地 Jrmn,  *秩 序可 h ， K 柚 调的 圬力岛 t 鸦片 战争， 其屮反 

映出柬 的淸 _  f :朝 的态度 ，说明 他们视 稷”  jE 于 “  in 家' 

©  对此 W 況 .我 们呵 以举 一例 f 枳说 明： 1841  n  JH 主守 浙江的 

饮 是人臣 、两 江总 m 裕谦杳 弥：“ 浙宵防 统 汁虽杆 - 万」 £  r 余名 ，系连 

各改 处额设 y「 兵之 h 给盐菜 者 1 并计 算。 艾存 :镇海 、定 海二处 ，除 本角额 

mi1^ 外 ，忤 ji: 调派 外苕外 拧兵二 千余 名。 V: 浦 地方 ，除驻 防八旗 k  g 

外 ，止打 调防 b 八汀 允名 ■:  H ■:余 叫、 五 T •名 ，分 防沿海 5 口， 0  1 二汀名 Y 

数 VT 名不等 ， 本 形竽薄 。现 存: 逆凫四 出纷扰 ，处 处吃道 ，据各 诙地 方官纷 

纷抆 ifV 添兵策 X  W 属丈在 情形。 但奴 盘筹圃 T 浙江 反附 近各 省， 业 

巳兄 G 可调， k 改逆 游魂海 』：， 刺东释 西， 飘忽 不定， 设 我闻筲 调派， 水陆 

鉀驰. 尚衣 行抵 该处， 而该 逆又 颐而 之他， 彼然疲 干奸命 ，迠坠 n 术 /(( 筹 

办屯 务姶末 >道光朝， 第3 册+ 第 1210 豇） 从这段 斤论屮 H ■以# 出： - 、各处 

阶设 h  ， 参_ 加 防御泞 n 能足 - - 部分； 一- 、丰哲 和外 许 调 防 的万余 M 军， U 
81 



能分散 f 定海 J4 海 、乍浦 3 处 要点和 10 余处海 Uf; 二 、每 •- 设防 地^的 A 

力仍 有不足 之虔。 除浙 江 省外 ，沿海 各逬区 情况无 不 如此。 

㉟这 〖9 拨调 兵的具 体情况 如下: 

命调吋 问 
调出地 

调入地 兵数 到 达情况 时间 

二十年 六 月 

二十六 a 

(1846 年 7 月 

23  t〗 ） 迫光 

帝 命调， t 月 

'U  (7 月扣 

H  )邓 廷桢派 ili 

福达 

建宁镇 

浙江 

镇海 
500 

1 

是年八 上旬 （约 
|  a  H 底 9 月仞） 

陆 

.续 到沾， 

| 

1 

:二十 平 十 _- 
月二 十 闩 

(1S41  年  1  H 

12  y ) 

安徽 

夺 =#镇 
渐汀 . 

销海 

1 
■ 

1200 
1 

■ 

. 

次年 ..： ；] 初 叫口 

<1841  年 2 月 24 

n) 伊 41 帘 奋祚到 

达头起 iou 名 ，初 

七 U  (27  11  ) 奏称 

业已 阽 续 到达。 
1 

46 无 

1 

二 妆 年十二 

片  M 叫旧 

(1841 年 1 月 
6  ) 

制南 

广东 

广州 ioao 

次年 ―二 w 切 一 n (184】 年 2  H  21 

H) 琦菩奏 祚到达 

600 名， 初 七曰 

(27  n ) 奏称 伞数. 

到达。 

5L 夭 

二  f- 年  f  二 

n  r  u 

(1841 年 1 月 
6  FI ) 

贵抑 1 

广东'
 

r 州 1000 

! 
1 
1 

次年」 月初… U 
( 1841 年 2 月 2】 

F1  ) 埼芩 各称到 

达. 
^ ~ >— > ~ >-■ - - - -  .K 

47 天 
晒 
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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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p  iJujFf-t  !FC 埘 」十 地 
调入地 到 达情况 

时 N 

_  ■■  ■  ■  ■  ■  ■ 

- fu- 二 

If  I-  [^1  !J 

( iH4i  -r- 1  /] 

^  ij ) 

■ 

四川 

■ 

| ■-糸 ； 

1  ■-州  | 

1 1 1 ■ 1 

2000 

次年 -hj 四 n  : 

( 1841  年 3  26  : 
|」）休「則徐门^弥 

■ 1 

]、>  K-' 

— — 1 ■ 1 ■ ■ 

i 
1-  Hi 

>J  ̂   Jf-  u 

{ 1S4] 什 ■  1  n 
27  [f  ) 

■ 1 ■ 

■ 1 

； [" P-H 
广东 

广州 

1 1 1 1 

1 
1 ■ 

1 1 

2000 

1 1 1 1 

.A  -l  n  a  n 

27  n  ) 林则徐 H 

; i 二 称到达 （仍计 为 

头起： K  -jl 卜四 u  (3  ii  6  n  )杨芳 

么种 钊迖 is ⑼ 1 

估 h 

40 

■ 
1 1 

i 

- r  丨 - IK 

li 初八 u 
( 1841  年  1  M 

30  [I) 

a 
a i 

湖北 

1 
r 东 

广州 

1 
晒 

1000 

1- 

1 1 1 1 1 

-■JJ  ̂   hiJ  (4  11 

1  [1  )林 则徐 Ff 记 

. 称判迖 son 名； 二 
H 十七 U  (4  n  « 

U  ) 奕 山奏称 300 

名到达 广东曲 江」 

(林 则餘所 id 数字 

可能 有误） 

估 M-
 

约 7(>  大 

-： -h  * 年止 

/! 初儿 n 

( 1H41  L  n U  ) 

飪州 

、 1 
广东 

广州 
500 二月二 1-  R  (3  H 

22  F1  )到达£, 
邱大 

二十 一年正 

门初九 H 

( 1B41  1  H 

31  H  ) 
湖南 

广东 广州 
500 二月二 [-日 （3 

22  0  >到达 佛山。 
5(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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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命调 时间 调出地 调入地 兵数 到 达情況 时间 

一 ■十一 年 jK 

片初八 R 

(1841 年 1 月 
30  H  ) 

四川 

■ - - 

广东 

广州 

晒 

1 麵 

初八  U  (4 

月 26  FI  ) 奕山奏 

, 称 匕 入广 东古境 

内 =■ 

估计 

约 90 天 

: .十 一 年九 

月初五 R 

( 1841  年  m 

月 19 曰） 

河南 浙江 

! 

十片 初十 n  ( 11 

ioao 心3
脑_ 

称到 达镇江 t 后随 
奕经 赴浙。 

二十 一年九 

月 十二曰 

( 1«41  年  J0 

月 26  口） 

四川 
1 

浙江 

十二月 〜十口 
(1842 年  J  月 30 

n ) 到达 3 骱名， 

2000  & 陆 续到达 。 至 佔纤 二十 年 iE 月初 约 110 天 
ijrf  U  (1842 年 2 月 

13  U  ) 末起兵 300 晒 

名尚末 到达。 

1-  年十 

月初四 日 

( ia4i  年  11 

n  16  u) 

晒 

陕丙 

甘肃 

1 

浙江 
1 

2000 

j  . 二月 十九日 
(1S42 年  1  月 29 

R  ) 到达 750 名， 

后各 起陆续 到达。 佔计 

至二 i 二 年正月  约 90 天 

初四曰 （1S42 年 2 

M  n  H  ) 末起兵 
250 名尚来 到达。 

■-  ]■  年十 
_ 片 初九 a 

( 1841  年  12 

月 31  R) 

H 南 

江苏 

■  | 

1000 
次年 IE 月初闪 U 

(1842 年 2 月 n  45 天 
口>到达。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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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调时 M 

: n 

n 初六 u 

(1842 年 -4  J1 

16  fT  ) 

-二 丨 ■  _ 一年叫 

fl  f-  /L  U 
( IS42 屮 5  H 

28  [I  ) 

- :年 '/V 

/j  -  i-  h 
f  !M42  |j 

2^  M  ) 

■-  ]_  U 

ji  -  I-.-'  u MK42  7  J1 

邛 H  ) 

调八地 

湖北 

察哈 A 

M  A 

湖南 

江苏 

清江 

安徽 

芄湖 

E 数 

J  到迖 怙况 

1 1 

1 

1  . 
' 

, it.  )1  一  f " — 闩 

1000 
, (1842  /rf-  6  ii  29 !  u) 奕经 奏称 到达 

头赵 、- •起几 550 
名 .后 啤起亦 7V_ 淡 

fl 到达 1 
1 

UHHJ 

1 

A-/1  f/J- U  (7  fl 
10  [J  )到込 

该邱 >j  r^A, 
2_  I 

初九 R  (7  H 

i 丨！）到1^ 

1_ 
Ah  yifi  u  (9 月 
13  FJ) 阽续到 

时间 

七 .4  ■- 卜 - 
H  3(J  U  ” 

起 2 ⑻名， 

赵菽 PL 

佔 计 

约 70  X 

1S 天 

45 二 

资料来 菔： 《筹办 夷务哈 40 逍 九朝，< 林则徐 集>  U  调兵时 M 以 道光帝 F 令时起 

算4包 括各该 省抽调 兵弁 及荇 该拨兵 行走时 间= 

®  ̂ 玉样 ：< 找的 t 话》 ，鹄龙 江人民 出版社 J981 年， 上册 ，第 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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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 泉州 府厦防 同知 察观龙 、标 r 兼 护中军 陈胜元 、闽 海关委 m 

兴贵 、署束 州府同 安县知 a 胡闻荣 军机 处录副 奏折。 

©  老含：  < 正江旗 下> ， 人民文 学出版 H ， 1980 年 ，第 56 页。 

© 转引 白皮明 勇： 《晚清 军人地 位趼究 >,1990 年 ，油 印本。 该文在 

军 人的冷 济生 活方 面 的叙述 ，使我 受益肿 浅。 

©©  < 林则 徐集） 奏稿 屮， 中华 书局， 1965 年 ，第 600  HT， 第 551 沉。 

❽㉟ （鸦 片战争 >第 3 册 ，第 240 页。 

©  1765 年 ■.赵 翼 充顺- 人武乡 试考官 、肴 到考 生的策 论将“  - 两 7 

多写 作“亘 ” ，又将 Mr  Y 写作 "不 一'  14 ㈣家 ”  H 稷” 若指 清卫朝 ，应抬 

洛， 何许多 考生将 泛指的 “国 家四郊 多垒” 、“ 社稷 危亡” 之类亦 抬写。 武生 

H 称“生  '应 F 行 内 偏右， 许 多考士 竞将“ 生人  屮 饬”， 士机” 的“屮 ” 字 

- 概偏存 :侧边 ^ 赵冥 还发现 ，尽 管当时 规定考 试成绩 有双奸 、单好 ，但芄 

际上“ 外场 已 挑入双 好卞兮 ，则 不得不 取中'  ( < 菸嗶杂 记> 卷二 ，武 _  ) 许 
多考生 人内场 后不 能为文 ，更 是司空 见 惯 之事： 

© 《钦 定大沽 会典枭 例> 卷七 一七， 民鄧 、武科 、武 会试。 

© 例如 ，冯 玉泮的 父亲在 人:平 天闽时 期考取 淸朝的 武生， 人 了 武 

庠 ，却是 - 个不 i 只字 的泥 瓦匝。 （< 我的生 活> ，上册 ，第 1 至 5 沉， 第 21 豇） 

© 刘子扬 ：<清 代地方 W 制考） ，紫禁 城; H 版社， 1988 年 ，第 38 典 ，第 

43 免 44 豇。 

© 这方 面最为 典钯的 3 论见 j- 钦差 人臣裕 廉的奏 祈：“ 总之 ，武 M 

大抵不 学无术 ，全 在驾驭 若严1 毅方正 ，制 其短而 用其长 ， 使之 就我范 FH， 即 

可 收指臂 之助。 芯稍 事优容 ，必 将志 得竞满 ，非纵 兵屯事 ，即自 怍聪明 ， 

销争功 ，事 事与人 为难。 不独不 能得力 ，转须 防其偾 比比 皆然， （（鸦 

片战 争档 案史料 X 第 3 册 ，第 573 贞） 

⑩ 伯纳德 ：  <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 （ W.  D」 Berruircj  l+Narralive  of  \htt 

Voy^i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London， 1844) 第 2 卷 ，第 444 沉。 

©  据罗 尔纲： < 绿营兵 志> ，第: H2 至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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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这 丑指 军紅的 实际 地位 与文 tr 相比 ，如 以营 打 比照 &官 、以 ms 

比 照府官 、以 镇钉 比照 按察使 或布 政使 n 若以品 秩比较 ， 那 么 文 # 

的收人 还是高 piXW, 

©  清军 绒萤的 吃令额 ，在 清初便 存 在屙。 1 730 年 ，雍 正 帝明 文规定 

吃 ¥ 额的 份颉 （提督 80 份 ，总 兵⑻ 份， 副将 30 份， 餐将 20 份 ，游击 15 分， 

都 W  10 份 ，守备 8 分， 干总 5 分 ，把总 4 分） 惝定 额外冉 4领 f 以 «  . 

1界1 年， 乾隆帝 卞此 弊端， 另拨养 廉银两 ，但 吃空额 &陋 实米淸 

⑪  W 林冀： ■(胡 文忠公 遗集) ■卷 iL 七 ■(与 孔廉访 i ■仑 全阼店 >t 苍 iL 八 

< 致黎 _f 府 祥 函》。 

© 爱广奏 ，咸丰 一:年 _:)]初九1彳，（军机处录副奏折>。 

筘 据 ft 科乎印 给事中 包炸# 称， 京师 巡捕 五汽， 芥宵例 ft 占 /U 只 

额〆! Ut 趋使， 如+< 副将例 得 A—ffl  A 十名， 参 、游 时 下， 以 i 欠递 减， 宁: 外委 R 

n  i}f  ̂  二名'  “近闻 ■& 宫占 用多午 数怙， 之兵. 恨 由 己包揽 T 令 k 內 

俛 （即 出外 力生 ）， 名为署 廢'  tr 弁刈苦 港之兵 ，每 月仅给 粮饷的 1 平， >] 

m 有 不愿署 羌苫， 穴 弁 “ 多方勒 抑 ，以之 求生 小得 ，求迫 小能， 

势必令 苒 0 告署 芜时 启 匕” 。 所包榄 署 差之人 n 参 、游系 代辕 门官托 

手， 都 、守系 衙门头 R 饺 r-， T-、 把 、外 杳所 得， rt 彳都 、守 官分沿 ，名 “找儿 

浅'  包炸称 ：“即 一守备 微奵， HS\  f-f 「，则 其它 可知 。”至 

p 署茇 的人数 ，包炜 佔_汁， M 师巡 捕上: 旮万人 ，实在 随营当 差者 不过 -:、 

叫 f」 人'  兮 j:w 恙之兵 s  n 可作外 内谋屮 理， w 有一 半裉饷 ， 大 .名 乐意： 

(包 炜矣 ，咸 卞八 年六 /! 二 f-  ■(平 机处说 副奏折 >) 除 在京 城外 _ 谷地 

也冇 此类 ■情 事。 张集馨 称：福 违“衙 mmr 所派 杂侦， 呰庇 人呀允 ，缺 

出银 米 ，两 人朋分 ，此 为伙粮 7  ( 道 威顶河 见闻朵 》 第 27Q  dC), 

您 关 f 此类 l 载颇多 ，这 串举 网个 比较 具怵的 例 -^fiii^f.^ 

部 冇侍 郎爱 广的 春折 ，称“ 若遇改 竹卜： n] 巡杏 ，将 &椎 拨圬 丁名 |、_ 柷汴 別 
项 差侦， 此 外哲庳 数人 w 客应趋 ，雇 价每 人毎夜 不; J： 耑钱七 、八 十文 ，汔仃 

… 人赶赴 _:1刖堆拨应:名#，（爱厂:有，咸:?__.-1年 ： :月切 九丨丨 ，《军 机迚袋 

副 芡折 > ) _ :是 1: 科给 氕中焦 友麟奏 ：1i 籍川 先 ， 闻妤州 水师 额设 f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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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疗 不过二 汀名， 每遇抚 炬校阅 ，则雇 渔户匪 人充数 ，（ 咸 丰元年 七月初 

APK< 军机处 彔副# 折>) 

@ 扣逑 _M 指小 月官圬 俸饷 等扣除 _  H  ; 截旷 fe 指 十: 缺 枪 饷截空 ； 朋 

扣 指在甘 兵 体饷中 扣存尖 4 费用； 搭钱 是指饷 银一郎 分改 发钱； 折色 足指 

兵 厂；1 粮及 3 匹 豆单改 实物为 银钱： 

㉙©®  张集馨 ：< 道咸 宦海见 闻录》 ，第 279 豇 ，第 281 第 63 饵。 

㉛  C 郭嵩 分奏 “〉， 岳麓书 社， 1983 年 .第 164 吖。 郭氏 还透盔 ，营弁 

Lj 武 t 为争 夺赌规 W 大打出 f-c. 

©  包世 &:: ■(安 吴四 种》， （鸦 片战争 >第 4 册 ，第 466  土 467 页 .、 

©  柠 W 藩： ■(曾 文止 公全集 > ，书札 卷叫 .传 忠书 码版 ，第 31 洱。 

©  ■(黄 爵 滋奏疏 许乃济 赛议合 刊>， 中 华书局 ，1959 年， 第 36 页 ，第 
48 页。 

@  《道 光朝 留中密 凑》 ，（鸦 片战争 >第 3 册，第 469 页。 _ 
戀 《曾 国藩 全集） 奏稿 ， 仄 麓 书社， 1987 年 ，第 19 页。 

88 



第 
A, 
早 

骤 然而至 的战争 

如果 以今天 所能牮 捤的资 讯作出 判断 ，那么 ，清 王朝 此时最 

为 明智的 策略是 ，避 免与英 阿 的 战争。 我们 甚至述 可以 进一步 

地推理 ，淸 王朝 应在整 顿军备 、充实 武力后 .才 打与英 S 较最。 

然而 ，在 当时 ，清 E 朝的 上下， 从 皇帝到 平民， 都+知 道英网 

的力 甚半 :不明 a 英 国 地处 何方， 依 然沉醉 r “ 天朝” 迷梦之 

中 ，根本 没有 把“天 朝”以 外的一 切放 存: 眼里。 
尽管 如此， 清 王朝当 时仍没 行仃筧 3 英国 开战， 甚至希 型避 

免“ 衅端'  战 争的恶 魔是在 淸王朝 全然不 知的情 况下， 忽然附 

身， 给它带 来了一 场史无 前例的 噩运， 
爭情得 从林则 徐使粤 说起。 

一 从 严禁吸 食到严 禁海口 

1839 年 1 月 6  H，」t 京 ，天气 明朗。 钦 差大臣 、湖广 总晋林 

则 徐拜別 r 络绎 +绝的 宾客肟 ，于中 午吋分 ，开 用饮 差关防 ，“焚 
香儿拜 ，发 传牌， 遂起程 由于 是钦差 大匣， 礼仪规 格殊荣 ，林 

则徐一 行 由 正阳门 出彰仪 门， 一 路南下 ，直奔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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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 去广东 ，为的 是查禁 鸦片。 而他 的使命 ，又肇 因于黄 

爵滋 

1838 年 6 月 2  就在林 则徐出 京前的 7 个月 ，以“ 遇事敢 

言”而 得到道 光帝青 睐的鸿 胪寺卿 黄爵滋 ，② 上了 一道严 禁鸦片 
的 奏折。 他认为 ，鸦片 屡禁不 止，愈 演愈烈 ，原因 在十以 往的禁 

烟方法 不当。 

他称言 ：若禁 于 海口 ，因稽 查员弁 贪图从 中获利 ，“谁 肓认真 

查办' “况沿 海万电 ，随 在皆可 出入'  防不 胜防。 若禁！ h 通商， 
不 但损失 r 粤海关 关税. 而且贩 烟外国 船停泊 在大洋 之中， 自有 

奸民为 之搬运 ，故 难防者 ，不在 夷商时 在 奸民'  若査拿 烟贩， 

严治 烟馆， 无奈关 津胥史 、衙 役兵丁 、世家 大户不 肖子孙 、地 方官 

幕友家 人从中 m 层阻挠 ，难以 奏效。 若 以内地 种植替 代进口 ，然 

“ 食之不 能过瘾 '非 但外烟 未绝， 反而内 地又生 一害。 

于是， 他 提出了 一个新 方法， 制定一 项新的 法律， 限 期一年 

戒烟， 尔后 査获吸 食者诛 。③  , 

黄爵滋 的这份 奏折， 要求改 变以往 重海口 、重“ 夷商” 、重査 

拿烟贩 和查拿 烟馆的 老方法 ，将 禁烟 的目标 ，直接 对准吸 食鸦片 

的瘾 君子。 也 就是说 ，将禁 烟的* 点从沿 海扩大 到内地 ，变 为全 

国范围 内的捕 杀 瘾君子 的 国内司 法 行动。 

黄爵滋 的这一  £ 张， 与他三 年前的 态度正 好相反 ，那 时他卞 

张 严禁海 p。 ① 

正 为白银 外流而 困扰的 道光帝 ，看 到这 个颇为 新奇的 建议， 

没灯 空 即 下决心 ，而是 将此奏 折下发 各地将 军督抚 ，令他 们“各 
抒 所见， 妥议 章程， 迅 速具奏 

由此 ，道光 帝收到 r  29 份荇将 军督抚 议复的 奏折。 
90 



从这 29 份奏折 宋看， 同 意黄爵 滋吸烟 者诛的 主张的 ，仅 8 

份 ，上奏 人分 別足湖 广总督 林则徐 、两 江 总 督陶澍 、署四 川总督 

苏廷玉 、湖 南巡抚 钱宝琛 、安徽 巡抚色 卜星额 、河 南巡 抚桂良 、江 

苏巡 抚陈銮 、东 河总督 栗毓美 。 其余的 n 主张对 吸食者 加重处 

罚， 不必 承头。 何是 ，所有 的奏折 都主张 加强对 贩烟、 售烟的 

缉*， 并加重 罪罚。 以此* 来 ，所 行的 奏折都 不同意 黄爵滋 前引 

奏折中 的第三 点分析 C 

值得汴 意 的是， 在这 29 份奏 折中， mi  19 份主 张禁 烟的® 

点在于 查禁海 n, 这 与黄爵 滋的奏 折中査 禁吸食 的意见 相左； 在 

这 19 份奏 折中， 除 桂良， 陈銮， 苏廷 玉外， 又都不 同意对 吸烟者 

采用 死刑， 这就与 黄爵滋 的意见 截然对 立了。 更 引人注 fl 的是， 

19 份奏 折中的 S 份， n 词直指 广东， h 奏 人分別 为直隶 总督琦 

»、 盛京将 军宝兴 、湖 北巡抚 张岳松 、陕西 巡抚富 呢扬阿 、浙 江巡 

抚乌 尔恭额 、河南 巡抚桂 R 、 广 阿巡抚 梁章钷 、江 苏巡抚 陈銮。 

其中又 w 张岳松 、乌 尔恭额 、桂良 5 人言词 最为 激越。 他们称 

言， 禁烟须 ill 本清源 ，鸦片 的米源 在广东 ，要 禁烟， 须在广 东切断 

毒源。 

力什么 打这么 多的宫 员不同 意黄爵 滋的意 见呢？ 

有论者 认为， 这是琦 善等反 禁烟派 （弛 禁派） 玩 弄花招 ，改良 

手法， 破坏 禁烟的 行动。 对此 ，我 已缔在 绪论中 表禾了 不同意 

见。 在当时 的政治 气氛中 ，官员 们以揣 莩皇帝 旨意为 能事。 3 

道 光帝在 谕旨屮 已明显 表露其 倾向时 ，没有 位大 k 敢用 自 e 

的乌 纱帽 开玩笑 ，以步 At 来许 乃济之 后尘。 © 仅从 奏折的 表面言 

洞. 还难以 完全看 清他们 的内心 肚 界。 

我以为 ，如 此之多 的地方 大吏之 所以不 同意黄 爵滋的 意见， 

是 因为他 n 害怕 此举可 能会给 他们带 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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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M 清朝的 法律， 杀一人 须经县 、府、 省三级 审理， 由 街一级 

判结拾 ，缮 写揭贴 〖3 份 ，送 刑部、 大理寺 、都察 院等有 关衙门 ，同 

时 以题本 报皇帝 ，由内 阁票拟 交刑部 等核议 具奏， 最后由 皇帝勾 

决。 若吸 烟者诛 ，那么 ，如此 之多的 瘾君氏 必然 会给地 方官以 

及属吏 幕客带 来无穷 无尽的 JT: 作量 （肴过 淸代刑 部档案 的人都 

知道一 个死罪 案件的 文牍数 量）； 更 何况这 ，类 案件 的审理 ，很 

可能牵 涉到巨 室富户 ，那 就不 仅仅是 I: 怍 的问 题， ffa 会 卷入无 

穷无尽 的冧烦 

按照 清朝官 员的责 成规定 ，若 地方官 末能及 时宣布 本境内 

消火了 吸食者 ，无 疑是工 作不力 的表现 .应 按未完 事件例 受罚； 

若地方 官宣布 本境内 已消灭 吸食者 ，那么 ，一旦 此后发 现瘾君 

子 ，无论 该官调 迁何处 ，都 应按 失察例 受罚。 这如 同第二 十二条 

军规， 地方 官无论 如何也 摆脱不 了受罚 的命运 。 

因此 ，他们 主张加 强査处 贩烟、 售烟。 因 为贩运 、销 售的行 

为可以 解释为 过境性 、偶 然性的 ，捉 作一个 便立下 一功， 捉不住 
也 无责任 可究。 当然， 更聪明 的方法 ，就是 将禁烟 的责任 推向海 

内地 官员自 可摆脱 干系； 能 够推到 广东则 更妙， 禁烟 就成了 

广东一 省官员 的事务 ，其 余省份 自可乐 得轻松 o 
至 1838 年 10 月 23  H ， 道 光帝已 经收到 28 份 议复的 奏折， 

仍 未下决 心采取 行 动 ，而 是下令 大学十 、军 机大臣 会同有 关部门 

讨论 ，提 出意见 。⑧这 表明， 一切都 按照旧 有程序 按部就 班地进 

行着。 

可就 在这时 ，发生 f 两件事 

是 10 月 25  H， 道 光帝得 到报告 ，庄亲 王奕菁 、镇 国公溥 

喜 在尼僧 庙吸食 鸦片。 烟毒 已侵染 皇室！ 二是 11 月 8 日 ，道光 

帝收到 琦靑的 奏折， 称其在 夭津拿 获鸦片 13 万两。 这是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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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政 府鹄炯 以米， 一 次查获 烟十最 多的 大案！ 而 3 .琦荇 还 秦 

明， 这些 鸦片 是广东 商人在 广东 购头从 广东 运来的 ■_ 

第一大 ，11  fl  y  H， 道光帝 下了一 道特别 的偷旨 ，林 则徐 

著来 京陛见 

圆 球终 十脱出 常规， 天平终 r 倾向 一边。 m 我们不 妨仔细 

想 it， 从黄 爵滋严 禁吸食 的建议 ，到 道光帝 的决策 ，半 情似乎 

在空 中转广 1 圈 ，仍旧 回到严 禁海门 的老位 s 上。 所 不冋者 ，只 

是 朝廷不 冉依赖 广东的 职官， 时 打算在 他们之 上另派 名钦差 

大 CL- 

如果说 反对黄 爵滋的 丰张， 就 足反对 禁烟， 那么， 林 则餘的 

使命恰 恰是这 帮反对 禁烟的 tr 僚促 成的。 这 m 面 不无滑 稽的意 

味 C 

H — 行趣的 事件足 ，就 在钦趋 大臣林 则徐去 广东严 禁海口 

的一 年之后 ，黄 爵滋也 被授予 “饮為 侍郎” 的名义 ，去 福建 查禁海 

口。® 1 到 「这时 ，他 又在奏 折中人 谈如何 严禁海 ru 闭 u 不谈严 

禁 吸食。 ©这 是他自 己观点 的转变 ，还 是顺乎 道光帝 的意向 ^ 就 

不得 而知了 。 

可是 ，道 光帝选 派钦差 大臣， 为 什么选 屮了并 没有在 奏折中 

力 士:严 禁海口 的林则 徐呢？ 

此时， 在道光 帝的心 0 中 ，各 地大吏 中最得 其意的 大约有 4 

人 ，各有 持点。 一是两 江总督 陶澍， 为政老 练宽达 ：二是 直隶总 

督琦萬 ，办 事果敢 锐捷；  < 是湖广 总督 林则徐 ，押 .政细 密周到 ，四 

足云贵 总替伊 ifi 布 ，善 于镇抚 边务。 其中陶 澍职在 海口， 又年老 

多病 ，此 时已几 次给假 调理； 倚善 在天津 査禁鸦 片事件 未完； 伊 

里布的 咬处 是处理 1 少数民 族的关 系：林 则徐自 然成了 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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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 个 方面。 

检 视黄爵 滋和那 29 份议 .复的 奏折， 不 难看出 ，其屮 有一个 

很大 的问题 ，就 是基本 上没有 提到英 而第 ，次 提到者 ，仍是 

黄爵滋 ，谓 ：“今 入中国 之鸦片 ，米自 喵咭啾 等国。 其国法 有食鸦 
片烟者 以死罪 ，故 各国只 有造烟 之人， 无食烟 之人， ⑫黄 爵滋的 

用意， 自 是用英 国的法 律来证 明自己 观点的 正确。 尔后， 广西巡 

抚梁章 钜、 南河总 督麟庆 也提到 英国， 但只是 枇驳黄 的说法 ，认 

为“峻 酷”的 “外夷 ”方法 .根本 不足以 仿效。 ⑫除此 三处外 ，别无 
英国 一词的 出现。 

禁 烟是禁 英国等 国贩运 之烟， 然而， 各地 官员仵 奏折 中竟全 

然 不提英 国可能 对此事 作出的 反应。 这 说明清 朝的上 K 当时还 

末把 禁烟与 中英关 系联系 起来看 ， 暴露出 他们对 鸦片走 私情况 

的 懵懂， 对国际 事务的 无知。 

英国是 鸦片走 私的主 IXU 这 在广东 民间， 己属常 识问题 ，厂 

东 官员在 此之前 也曾在 奏折中 提及。 但是， “天朝 ”不屑 于过问 

“外 夷”之 事/‘ 天朝” 的官员 也无需 了解“ 英夷” 之情。 他 们在奏 

折 中未把 英国放 在话匕 适 因为他 们在心 g 巾把一 切“外 夷”都 
放在 话下。 

从这 些奏折 中可以 看出， 当时 清朝官 m 仅仅 是从国 内亨务 

的 角度来 考虑禁 烟的。 就连 道光帝 由内阁 明发的 比 他们 “各抒 

己 见”的 谕旨， 也是通 过“刑 部咨会 ”或“ 户部咨 会”， 而不是 由“礼 

部知 会”或 “兵部 咨会” 的方式 ，传 到他们 的手中 。⑭他 们认为 ，禁 
烟难 就难在 地方官 的玩忽 、胥吏 的庇纵 、兵丁 的贪赃 、奸 民的枉 

法。 其 中许多 奏折已 经点明 而另一 些奏折 虽未点 明但也 暗谕， 
禁 烟最大 的障碍 ，在于 充斥在 鸦片交 昜处处 的贿赂 ，并由 此引起 

的贫 官污吏 的暗中 抵制。 他 们并没 冇看到 ，英国 的阻挠 才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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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真正 的终极 障碍。 

当然， 即使严 禁海口 ，仍 是反走 私的国 内行动 ，与外 0无 渉： 

即 使牵涉 到中 同境 内的外 W 人， 也与外 M 政 府无涉 。 但 这仅是 

法坪 上的 正确， 与殖 民主义 时代的 强权 相比， 显 得软弱 无力 。而 

£L 这也仅 仅 是我 们今大 的认识 ，与洁 朝官 员的意 念金无 关系。 

W 此， 清朝官 员 们所 t 人 定的禁 烟的困 难和 障碍 .实际 h 也暗 

暗立下 主持 禁烟人 选的 际准。 这 个人必 须是公 止清廉 、办 芈认 

真 、有 1 定地位 、能 破除宵 场旧 习而起 衰振 弊的民 半长仿 .耐不 

足 -个统 帅三军 与“ 外夷” （当时 也不知 道和广 夷”） 卄战的 军革统 

帅 ，更 不是一 个与“ 外 夷”折 冲樽 m 交 涉谈 判的外 夂家 （因 为当时 

根本 仵 近代榄 式的外 交）。 

咐 这个标 准来衡 ， 林则 徐尤 疑是 最合适 + 过 的人选 r 

林则徐 ，福 建仗竹 （今 福州） 人， 1H11 年中 进」: .入翰 林院。 

散馆 U 以 编修在 国史馆 、讅 书馆 、清秘 堂充？ K， 当过 御史。 1820 

年， 奋 庆帝在 去 世前的 两个 月 ，发 现这个 人才. 放为 浙江杭 嘉湖 

道、 以 步 青云。 尽管 因父母 病故 W 两欠 丁忧 ，但复 官 即补 

实缺 t 由 按察使 、布 政使 、河督 、巡 抚而 P  : [837 年 授湖广 总督。 

在当 时 的政治 体制下 、作 为汉 人 的林则 餘能如 此腾达 ， 与道 

光 帝的器 觅 是分不 开的。 1«22 年， 林则徐 在召对 中第一 次虬到 

J& 光帝， 便获天 语温 E: 

[t 汝在* 省虽*  B 未久 ，而官 A 墘釘， 办事 都没有 毛嘀， 

朕早有 ft1 ■: -闻 ，职 以叫汝 再去浙 江- ，遇 有道缺 都给你 朴 ， 汝补 

缺后 ，好 好察夹 安民罢 。” 

林 则徐义 请求给 了，工 作指# ，道 光帝 仅你， 从前那 样做就 好 

厂 此后， 又 多有褒 奖之语 c© 

〒- 厂- 为官 清廉 ，恰是 林则 徐的优 设。 在当时 官场贿 賂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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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 浊之中 t 他的 操守， 他的 自律， 有着出 污泥而 不染的 清新。 

至 f 办事 认真， 当 时可厝 无出其 右者。 道光帝 以守成 、扎^ 

为朝 政宗旨 ，林的 认真最 合他的 睥胃。 1832 年林 则徐在 东河总 

督任 上查验 河防各 厅准备 防堵的 料垛， 他逐一 翻检， 有疑 便拆, 
按柬 称斤。 道光帝 对此大 为感叹 .在 其闯 份奏折 上朱批 ，赞其 

“汄真 勤劳” 。⑫ 1838 年 林则徐 在湖广 总督任 上督修 江汉堤 
防， 当他 报告亲 赴江堤 组织防 汛时， 道 光帝在 其奏折 上朱批 ，又 

一 次称赞 了他。 ⑯ 

至于禁 烟决心 ，林 则徐 iE 是首 行者。 当他收 到道光 帝要求 

对黄 爵滋奏 折“各 抒己见 ”的 渝旨后 ，不待 进一步 的指乐 ，率 先动 

作， 起获烟 膏烟土  1.2 万 余两。 道光 帝在上 偷中称 赞他： “所办 
甚 属认真 ，可 见地方 公事， 果能振 刷精神 ，实力 査办， 自可 渐有成 

由此 看来， 道光帝 选择林 则徐右 持广东 禁烟， 是有 其理由 

的。 而后 来林则 徐在广 东的惊 世表现 ，也 证 明道 光帝的 眼光不 

错。 若 要派其 他人去 ，很 可能流 为轰轰 烈烈走 过场。 

清朝官 员在奏 折屮没 有提到 英国的 反应， 卞仅 是“天 朝”的 
意 象遮打 了他们 的视野 ，还 因为他 们自己 蒙住了 自己的 眼睛。 

英 国在此 时有所 动作。 

183S 年 7月 13  口 ，就 在荇地 将军督 抚奉旨 i 寸论黄 爵滋的 

奏折 之时， 英国驻 印度海 军司令 4 他企 （ Frederick  Maitland) 率 

英舰两 艘开到 f 广东虎 门口外 

马他仑 率英舰 的来汸 ，是应 驻华商 务总监 督义律 的请求 ，并 

奉伦敦 方面的 命令. R 的在 T 向中同 展示苋 国的武 力，以 支持当 

时的 鸦片走 私活动 支持 义律为 屮英平 等交往 而作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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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 一点 ，英力 1 自然不 会明说 ，但 也怍 了暗示 ，希 望清 政府能 

够 体会； 对于 e —点， 义律立 即付诸 行动。 

先是仵 1836 年 12 月， 义律接 任 驻 华商务 总监督 ，为 打破当 

时中英 并兀实 阮官 力 1 交往的 遛局， 破例 HT 禀帖” 的形式 ，自称 h 

“远 职”， 通过行 商将其 任命的 情况告 知两广 总督邓 廷桢， 并要求 

进驻 广州 商馆办 公 邓廷桢 见“凇 赓词意 恭顺， 尚《晓半'® 

经过一 番杏访 ，遂 上奏 道光帝 ，认为 核与 向派大 班不符 ，但名 

洋光同 '“ 查照 从前大 班来粤 葶程， 准 其至拧 照料 -.”@1837 年 2 

月 ，道光 帝批准 r 邓的 请求， 并 指示“ .切 循照 旧章 '㉕ 此后 ，义 
律乂 通过交 涉获得 r 公文封 n 上 B 和遇事 随时驾 乘舢板 往来广 

州的 权利- 您1837 年 11 月 ，义律 接到英 国外相 巴麦尊 的训令 ，要 

求 他不纯 过行尚 直 棱与中 国官员 打 交道， 并在公 义中不 书“班” 

7, 义律立 即进行 交涉 ，在公 文中精 心改用 “谨呈 '“呈 上 台前” 
等宁样 ，并 要求公 文能由 广州府 、广州 I: 办的 清朝文 武官员 直接转 

收。® 邓廷 桢对此 P 以 拒绝。 

此时 ，马 他仑率 舰队抵 达， 义 律以此 为后盾 ，于 1838 年 7 年 

29  F! , 未经 行商， 直接 向广 州城 门投递 了未写 “  B” 宁的 公文 ，告 
知马 他仑的 到来。 邓 廷 桢将此 公文交 行商 退回。 

第 〔天， 7 月 30  H, 马 他仑直 接致书 广东水 师提督 关天培 ， 

以温和 的语言 ，将 其保 护鸦片 贸易的 H 的隐 隐辦出 ，并以 "水师 

船只 随时 来粵” 相要 挾。 ® 然 iM ， 广东官 於 完全没 介 领悟出 这段 
话 的真实 含义。 

8  fl  2  口， 马他仑 芊英舰 3 艘直 iii 虎门。 8^4  口， 马他仑 

致书又 天培 ，要求 代递他 致邓廷 桢的公 A：。 该公文 称， 由丁 邓廷 

桢 拒 收义律 的公文 ，请 派人前 来与他 “时 叙'  关 天培为 此致书 

马他仑 ，声明 “天朝 禁令， M  +准代 船总 领人 rr\ 解释因 义律公 
97 



文不 用“娲 n 字， 致 使总督 “不肯 违例接 收”， 并诘 问英舰 M 近虎 

意何 居”？ 月 5 日 ，马他 仑复文 关天培 ，声 称其 进逼虎 

n 与 义律之 半 毫 无关 系， 而是虎 「 】 清 军截留 一英 商船， 盘问马 他 

仑 及家# 是 否在船 匕 ③这 是对他 的污辱 ，要求 “须必 解明'  关 
天坫在 英舰的 压力下 ，表 示顺从 ，派副 将李贤 、署 守备卢 大钺至 

英舰， 当众写 下字据 ，称 此“乃 系上人 妄言” ，“其 得罪贵 提督言 

语 ，即 如得罪 本提督 一也， ©马 他仑得 此字据 ，于 8 月 6 日撤离 

虎门。 ㉜ 

18兇 年 10 月 4 日， 4 他 仑率舰 2 艘离 开澳门 ，而另 一艘军 

舰则于 8 月 1S  3 先行 离去。 ㉝义律 试图小 用“培” 字 、不 经行商 
的公 文 程式 ，仍 为广 东当局 所拒。 

然而， 邓廷桢 等人在 8 月 15  U 奏报此 事时， 袭用当 时官场 

惯行 的粉饰 亍法 ，称 马他仑 来华的 目的有 一是 “稽查 商务' 

_ 二是 “改变 旧章” （即 不用 “樂” 宇）。 对前者 仅提了 几个字 ，对后 

者却大 发议论 ，“伏 思中外 之防， 旨重体 制”/ ‘在臣 字之更 ，何 
关较重 ，惟 平行 于疆吏 ，即居 然敌体 T 天朝 ，体制 攸存， 岂容迁 

就'  对于马 他仑致 关天培 的公文 ，一字 不提。 对 于英舰 进逼虎 

门之事 ，更是 派谎 言。 甚 至还无 中生有 地编造 了一段 马他仑 

在 遭关大 培驳诘 后赔罪 的话， 结 论是， “该夷 目无所 施其伎 

俩' ㉛此后 ，邓廷 桢还两 次奏报 情况， 描绘马 他仑等 人“恭 顺”之 

状 ，并 报告其 离开屮 H 海面的 情况。 © 

道 光帝收 到如此 奏折， 自 然不会 h 分右璽 ，仅 指示 邓廷桢 

“相机 筹办' “外示 镇静， 内谨修 防”。 而后 来收到 马他仑 商华的 

奏折 ，仅 朱批“ 知道了 ”三字 便了事 

1838 年马他 仑来华 是一个 重要的 信号， 它用 武力的 方式表 

明 ，英函 对其贸 易利益 （主 要是鸦 片贸易 利益） 是 6 苛惜 诉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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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可惜 ，清卫 朝 上下， 人识得 这个信 号的真 切意义 ，致使 

U 米陷 尸 被动。 

然而 ，此 ■■事 件义 说明， 当吋的 屮英关 系处在 - 种非常 矛© 

畸形 的状态 之中。 从政治 M 面来# ，淸 朝守 住了 “天 朝”的 体制， 
对 外紧闭 着人 「 j ， 对虫 时两 7/ 世界 普遍 采用的 外交程 式十 分普 

惕， 不 容丝毫 渗透； 从经济 M 面米# ，清 朝又 因其军 政机器 诱蚀， 

A：n 关 ffwv 紧 ，罪恶 的鸦片 从门缝 中滔滔 涌入， 已经没 有力 垃将 

其 堵住。 这使得 后来林 则徐在 广东禁 炯时， 处于 一神十 分尴尬 
的 境地。 

尽管 3() 份 奏折都 没有提 到英国 的反应 ，尽管 清朝上 下都没 

有看清 马他仑 来华的 意义， 但是， 京城里 对此还 是有一 个说法 

的， 用的是 意 义含混 不清的 名 词一“ 边衅％ 

有关 "边 衅”的 记载 ，并 不多。 其一是 我在绪 论屮提 到的林 

则徐 1838 年 12 月 22  n 在进京 路 h， 路 遇琦善 ，冇 一则笔 ill 材 

料称 ，琦善 嘱其“ 勿启边 衅”， 该笔记 作者指 责琦善 是“论 是公而 

意 则私” （我 以为 关于此 等大书 ，建 n 者出 F 公心 还是私 心， 已无 

X： 紧 要）； 并称 林则徐 ( ‘漫应 之”， 即没有 公开辩 论但心 中 颇不以 
为然， 

对于这 一则笔 记所述 情况的 A: 伪 ，我在 绪论屮 已表示 怀疑。 

即便真 有此事 ，我 以为， “边衅 ”也似 f 并非是 埼善的 A 我判 断。 
从 琦静当 时的奏 折来# ，从他 后来存 :鸦 片战争 中的表 现来看 ，此 

人似无 如此高 超的预 见性。 案此次 与林 相遇， 是 他办完 天津查 

烟 进京请 训后 ，返 冋保定 任所。 他 若有“ 边衅” 一语， 很可 能是在 
北京听 说的。 

北 京确实 冇“边 衅”的 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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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 年 12 月 26  fj 到 1839 年 1 月 6  H， 阵尾十 二天， 林则 

徐在京 请训。 期间 TM2 月 31  H， 道光帝 忏命 林则徐 钦差大 

臣前 往广东 ，“查 办海口 事件， 所有该 省水师 ，兼! U 片制。 林则 
徐的使 命由此 定局。 

吋 以肯定 地说， 林则 徐在京 期间， 听 到过“ 边衅” 的议论 ， Ifif 

a 述与道 光帝讨 论 过“边 衅”的 问题。 

史料之 …是 林则徐 的朋友 、时任 礼部主 客司主 半的龚 自 珍， 

在 林临行 前撰写 了一篇 《送 钦差大 臣侯官 林公序  > ，其中 “ 答难: 

义”的 笫三项 谈到“ 边衅” 问题。 所谓“ 答难” ，即对 非难的 批驳。 

龚自 珍称犮 难者为 “迂诞 书生'  末 具体明 指何人 ，但乂 称 “送难 

音皆 灭下黠 猾游说 ，而 貌为老 成迂拙 者”。 由 此可见 ，发 难者是 

京 城中一 班反对 禁烟的 人士。 龚还提 酲林， 这一类 人物“ 粵省僚 
吏中 有之， 幕客中 有之， 游客屮 有之， 商估中 有之， 恐绅士 中未必 

无之 ，宜杀 一儆百 

龚自珍 认定根 本不可 能发生 "边衅 '他 对“边 衅”说 的批驳 
也 显得毫 不费力 ，游笔 自如。 按照龚 自珍的 分析， 禁烟免 不了用 

兵 ，但他 意念中 的用兵 规模， 大抵 相当于 今天反 走私的 警察行 

动， 只不过 当时没 有箐察 而已。 © 

林则 徐收到 此文后 ，于 1839 年 1  W  6  £3 复札。 他完 全同意 

龚自 珍对于 “边衅 ”说的 驳论， ftna 称之 “可入 决定义 '即 确凿无 

疑的定 义。® 

史料 之二是 1S40 年 121  H  22  R 林则 徐给他 的亲家 、时 任河 

南河陕 汝道的 叶申芗 的倍， 谈到“ 边衅” 一事： 

“侍 戊冬在 京被命 （指请 〖川 事） . tt 时圣 意亟除 鸩毒， 

务令 力杜来 源。 所谓来 源#, 固莫甚 于英吉 利也。 侍思一 

羟 枵手， 而议 论者 即以 边衅 阻之， 尝将此 情重叠 靣陈， 奉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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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不遥制 

林 则徐写 此信 时， 已 是待罪 之身， 心 情之不 快是可 以想 见的， 言 

词屮不 X 自 我辩解 之意。 他所迫 述的锆 两年前 在京 请训时 HJ；H 

光帝讨 论“ 边衅” 的怙况 -、、 对丁 _他 的这段 沾， 有着 不同的 解释、 

我以放 此巾 提到的 “边衅 D 是" 议论 者”阻 桡禁 烟的借 U， 对照 

先前 他给龚 A 珍的 复札， 不 能解释 为林旱 a 右到 r  “边衅 '恰恰 

说明 他还不 认为会 仵“ 边衅％ 同祥 ，“断 不遥制 ”一语 ，也 不能解 

释为道 光帝不 怕林在 广 东引起 "边 衅”， 而是 道光帝 表示， 不 feW 

“边 衅”的 议论而 妨碍林 在广东 的禁烟 行动。 至于 “英吉 利”等 
语， 6 然 w 伴着林 则徐到 广东以 后 的 认识， 不桴 是 其在京 时的想 

法。 
从 1839 年 1 月到 1840 年 12 月， 林则 徐在两 信中谈 到当时 

在京 时对“ 边衅” 的 S 法 1 巳有 一 些游侈 ，但 大体 意思还 是相逋 

的。 又过 了一 年多， 林 则餘在 s 信中 对此事 的说法 乂作 r 修 正 ， 

那是 他为了  fi 我 辩解而 修正 r 书 义 :（ 洋见 本章第 乞 贳）。 

林则徐 存: 京期 间， 道光 帝八次 y 见， 每次 二至 二:刻 ，两人 

密 谈的时 间超过 4 个 小时。 他们究 竟谈了 什么， 林则徐 后来虽 

有 透露， 但没 有细说 d  l 引 这封信 诎 明， 他们已 经谈到 r “边 

衅”。 然而 ，从龚 0 珍 、林则 徐的书 信往來 和林致 叶申芗 的信来 
看， 从林则 徐到广 东后的 众多奏 折来看 ，我 们可以 推定， 道光帝 

此时给 林的训 令是： 鸦片务 须杜绝 ，边 衅决不 可开。 

从道光 帝的个 人绶历 来看， 他对边 衅还是 有恐惧 心理的 .」 

茌他登 基未久 ，新 4S 南部便 发生了 张格尔 叛乱。 结果经 历了七 

年 的工夫 ，耗帑 -千多 万 两银子 ，动用 W 万军 叭， // 才捕 获了张 

侪尔， 制服支 持张格 尔的 浩罕国 （地处 今古 尔汽 斯共和 H  — 带）。 

道 光帝为 此疲惫 不堪。 此时 ，清朝 的财政 也已难 以应付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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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道光帝 也己年 近六旬 ，施 政以守 成安静 为归。 他虽 然不认 

为清朝 不能打 胜下一 次战争 ，但绝 不愿意 出现大 的战乱 和动荡 
了。 

正因 为如此 ，我们 下面将 会看到 ，林则 徐在广 东时， 又是怎 

样- -次 又一次 地向他 保证， 不会发 生大的 战争。 

从 1839 年 1 月 6  H 至 3 月 10  林则徐 或舟或 车或轿 ，历 

直鲁皖 赣而至 广东省 城，〜 路 辛苫， 他弥感 委任之 逾恒， 倍悚责 
任之重 大， 身定想 了许多 许多。 但是 ，他绝 不会想 到他面 对的将 

是 比“天 朝”还 要强盛 的英国 ，也不 会想到 他将揭 开中国 历史的 

新的 一幕， 使得 一百多 年来， 人们不 断地祢 颂他， 批 责他， 谈论 

他 ，研 究他。 

二 林则徐 的禁烟 活动及 其评论 

0 林则 徐到达 广州之 H,  _t 溯至 1729 年的 第一个 禁烟法 

令 ，清 政府禁 烟已历 122 年， 其重点 无不在 广州， 无 不在海 

捉 拿烟畈 、关 闭“窑 n”、 驱逐 趸船， 已经成 了老生 常谈， 收效日 
低。 更何况 在林到 达之前 ，两广 总督邓 廷桢奉 道光帝 的严旨 ，已 

经进 行了雷 厉风行 的禁烟 活动， 虽取得 了可观 的成绩 ，但 终未达 

到 目的。 因此， 对 林则徐 来说， 若要 完成道 光帝交 付的杜 绝来源 

的使命 ，就 不能再 施寻常 办法， 而得 行非常 之道。 

林则 徐在广 东的禁 烟活动 ，可分 为两个 方面， 一是针 对中国 

人的， 一是针 对外国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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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 一个方 面来说 ，他在 到任活 不久， 就颁布 了一系 列的公 

告 。◎检 视这些 文件， 可以 看出他 的细密 作风和 坚定决 心， 伉总 

体肴来 ，并不 t 分 新奇。 实际 h 他对此 也不是 f_ 分热心 ，在 他到 
任后 的最初 几个月 ，针 对中闽 人的禁 烟活动 .仍由 两广总 督邓廷 

桢 、广 东巡 抚怡良 具体负 责， 

大约自 1839 年 5 月起 ，即 林则徐 在其针 对外 国人的 禁烟活 

动已 经获牲 ，稍仃 空闲时 ，他 才接 手主管 针对中 国人的 禁炯活 

动。 根 据他的 6 次奏折 ，自 1839 年 5 月 13 日至 1840 年 6 月 28 

H 止 ，共查 获烟案 890 起 ，捉 拿人犯 1432 名， 截 获烟土  99260 

两 、烟膏 2944 两， 抄 获烟枪 2065 杆 、烟锅 205  口； 另义检 获或民 

间 与行首 溆烟上 98400 两 、炯膏 709 两 、烟枪 16659 支 、烟锅 

367  ru® ■若 仅仅从 鸦片烟 土烟脅 的数颔 来看， 那么 ，林 则徐这 

一 年多的 成绩是 20 余 万两。 

成 绩虽然 很不小 ，相比 其住湖 北的实 绩^ 已 是十倍 ，但 勺在 

他 之前邓 廷桢的 C 作相比 ，就 不显多 。自 1837 年舂至 1839 年 

5  n  12 日 ，邓廷 桢共杳 获烟十 .烟 _S  4&1 万两 ，另 跽间？1行__缴 
烟脅 烟土  17  +  4 打两， 

邓廷桢 、林则 徐在三 年多的 时间里 ，共有 S3. 5 万两的 拿获， 

Q 是相当 不简单 了， 创造 了历史 的纪录 ，也 为全国 之最。 在当时 

史怠 炫玩的 情势个 \ 居然 能有此 等殊绩 ，充 分反映 出邓、 林已尽 

到他 们最大 的心力 、智力 和能力 。 但 足， 若与 这一时 期鸦片 屯私 

流入中 H  万箱 的数字 相比较 则 连百分 之一都 不到。 

严 峻的事 实说明 ，如 果用淸 政府- •贯强 调的 查拿中 a 人贩 
挥 活动的 老方法 来禁烟 ，在当 时的情 况下， 是无论 如何也 不可能 

成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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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 获得了 成功， 因 为他在 针对外 g 人的 禁烟活 动中采 

m  了新 方法。 

1839 年 3 月] 8  H, 即 林则徐 到达广 州的 8 天后， 召来行 

商， 颁下一 道严谕 ，要他 们责成 外国商 人呈缴 鸦片。 林则 徐此时 
不是直 接去找 外国人 ，而 寻行 商算帐 ，是当 时清政 府实行 的贸易 

制度之 使然。 

按照清 政府的 规定， 来广 州的外 H 商人， 只许 与清政 府指定 

的行商 作交易 ，而 小准 另觅贸 易伙伴 ，也不 得与清 政府官 员打交 

道， 一切经 由行商 转禀。 这种 规定的 的， 一是隔 绝外国 人与一 

般 中国人 联系的 管道， 以防“ 里通外 国”； 二是 保持 “天朝 ”的颜 

面 ，清朝 官员可 免于低 K 地与“ 蛮夷” 接触。 毫 无疑问 ，这 种垄断 

性 的贸易 优惠， 使行 商们大 发其财 ，成为 当时中 国最富 有的一 

族； 但行商 们也因 此承担 了相应 的义务 ，即 每一个 外国商 人只有 

在 行商对 其关税 （包括 规费） 和品行 担保后 ，才可 获得红 牌进人 

广州。 而一 旦出现 外国商 人逃税 或不端 行为， 清 政府也 唯行商 

是问。 

&  1816 年之后 ，行商 们对每 -艘入 口的外 a 船 ，都 出具了 

绝 无夹带 鸦片的 扣保。 这分明 是骗人 的鬼话 。© 林则徐 首先拿 

行商 开刀， £是 依照清 政府的 惯例。 他命 令行商 们传谕 外国商 

人 ，三天 之内， 将趸船 上所贮 数万箱 鸦片悉 数呈缴 ，并签 具甘结 

合同， 声明以 后再夹 带鸦片 ，一 经查出 ，“人 即正法 ，货即 没官' 
同时 颁下的 ，还有 他给各 国商人 的谕令 

这一夭 ，根 据林 则徐的 部署， 睜 海关暂 停颁给 外国商 人离幵 

广州 的红牌 ，一 些上兵 也在外 国商人 居住的 商馆附 近秘密 巡逻， 

暗中防 维。 

三 天过太 外 国商人 并没有 遵令。 他们 巳 经习惯 了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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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 茁声大 雨点小 的恫吓 ，觉得 这只不 过是要 求贿银 的变奏 ，没 

有 - 回事。 但林则 徐却步 步紧 遍， 毫 不放松 ，并 把矛乂 -从对 
准行商 iftf 逐步 转为对 准外国 商人。 

3 月 21  口， 他通过 行 商传谕 ，他将 丁第二 天去行 商会所 ，将 

一 .： 名行' 商开刀 间斩。 结果外 国商人 同意交 出鸦片 1037 箱。 

3->1  22  口， 他下令 传讯大 鸦片商 人颠地 （Launcelot  Dent ) , 

未果。 

3  >1  24  口 ，他下 了最大 的决心 ，作 出最 后的决 定：一 、中止 

切中外 交易。 二 、封 锁商馆 ，撤退 仆役， 断绝供 应。 也就 是说， 

林则 徐将位 T 广州城 外西南 角的约 6+6 万 平方米 的商馆 K， 变 

成 ‘个大 拘留所 ，将其 中的约 350 名外国 荷 人统统 关了 禁闭。 
关禁闭 的口 子自然 不会太 好过。 冒险 进入商 馆的英 国驻华 

商 务总监 督义律 三天 之后， 表示 屈服。 他以 英国政 府的名 

义 ，劝 告英商 将鸦片 交给他 ，然 U 由他交 给巾闽 政府。 3 月 28 

h, 义 律“敬 m 钦差大 人”， 表承 “遵 照钦 差大人 特谕'  上交鸦 片 

20283 筘！ ⑬ 

林 则徐获 得这一 消息 后， r  29  H 开始 恢复 对商馆 区的供 

应。 4 月 12  当林则 徐收到 第一批 鸦片时 ，准许 仆役 们回商 
馆 区工作 。 5  n  2 日 ，林则 徐认定 缴烟丄 作能如 期完成 时， 便撒 

消 了对商 馆的封 锁， 除 颠地等 16 名人鸦 片商外 ，其 他外 国人都 

准许 离开 广州。 5 月 22  口 ，当缴 炯下怍 结束时 ，林 则徐 要求被 

扣的 16 名 鸦片商 人良结 ，保 证以后 不来中 ra， 在义 律的提 议下， 

颠 地等人 皆具结 5 月 24  H, 义律 与最后 一 批外 国商人 离开广 

州。 
1839  ̂ 6  n  3  F1, 根据 道光帝 的谕令 ，林则 餘在虎 门共销 

毁鸦片 L9176 箱芩 2119 袋， 实重 237 万斤。 这个 数字占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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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839 年季 H 季节运 往屮网 的鸦片 总额六 成左心 

对于 林则徐 这种计 对外 S 人禁 烟方法 ，有论 者谓操 之过急 

过激 ，并 称他应 当对后 来发生 的战争 负责。 我以 为此说 有失公 

允。 我们可 看看那 些不过 激的方 法效果 如何。 

1836 年 ，给 事中许 球为反 对许乃 济的弛 禁论， h  r  -份主 

张 严禁的 奏折。 其 中一段 提到外 国鸦片 商人， 点 名颠地 、查顿 

(William  jardine) 等 9 人， 并建议 采取的 对策是 ：将此 9 人 “查韋 

拘守” ，勒令 他们定 期将泊 于虎门 口外 的鸦片 趸船开 行 回 0， 然 
后再 带信给 英闰同 王。® 这一 方法， 4 林则徐 后来所 施之道 ，大 

同 小异。 所不 冋者， 只是许 主张拘 9 人 ，林关 了所有 外国人 ，许 

要 求驱逐 S 船 ，林要 求呈缴 鸦片。 

许球 的奏折 由道光 帝下发 两广总 督邓廷 桢参照 办理。 邓廷 

桢变通 办法， 并 没有去 捉拿， 而是 f  1836 年 10 月 28  H 宣布驱 

逐此 9 人出境 但是 ，这些 鸦片商 人纷纷 以商务 未完为 由要求 

推延。 最后， 经邓廷 桢核准 ，此 9 人 应分别 于道光 十六年 底至次 

年三月 （1837 年 2 月 4  口至 5 月 4 臼） 离开中 围。 邓廷 桢将此 

结 果上报 道光帝 ，称 巳“ 取具该 夷商等 限状， 及洋商 （指 行商） 等 

敢 容留逾 限情甘 治罪切 结”， 并表示 S  ci 将 加意查 汸， “如 到期盘 

踞不 行”， "立即 从严究 办_’。 事隔两 年之后 ，道 光帝又 査此事 ，邓 
廷桢 只得于 1839 年 2 月 LI  H 再次奏 报结果 ，除 1 人并无 K 人 

外， 只釭 4 人 离开中 颠地等 3 人 尚在澳 fj、 又因商 务未竣 ，仍 

不时赴 广州， 而查顿 于脆连 澳门都 未去， 依旧住 在广州 !◎ 

1837 年， 道 光帝两 次卜旨 比邓廷 桢驱 逐广东 虎门外 的鸦片 

趸船。 ® 由于 广东水 师根本 不具备 武力驱 逐趸船 的能力 ，且 道 光 

帝 喻旨中 所提办 法是由 行商“ 转谕该 国坐地 商人” 勒令趸 船“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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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 国”， T 是 ，邓 廷桢除 比 行商转 渝外国 商人外 ，另 数次传 谕义 

律 ，让: a 船 幵行， 最 后一次 还限期 一个月 们外国 鸦片商 人对此 
tti 本 不理， 义 律又称 未人口 报关 之船 不住他 的管辖 范围内 ，并将 

此半与 他的 建立官 方直接 公文往 来的努 力搅在 一起。 ©结果 ，此 
甘还 迠不厂 fZn 

林 则徐禁 烟之初 ，仍未 将矛头 丑 接对准 外国鸦 片商人 .而 足 

拿为他 们 作保的 行商开 力<_.  1839 年 3 月 22 日， 当他得 知已被 

淸政府 明令驱 逐的大 鸦片商 颠地在 广州商 馆鼓动 柜交鸦 片时， 

才 卜 1 令传讯 颠地。 然而 ，执 行命今 的南海 、香禺 两县官 并未派 
兵 ，而是 派行商 丄= 请他。 颠地拒 不从命 ，反 过来要 求林则 徐出具 

盖印的 文 书， 保旺 他能 存:24 小时之 内返回 3  3 月 23 日 ，两位 行 

商 身带 锁链， 夬商馆 声泪倶 下地乞 求颠地 从命， 否则 S 己 将会被 

杀头。 颠地仍 七答 应。 最 G 由商馆 里的外 国商人 讨论后 ，另派 

4 名外商 向广东 地方官 员解淨 颅地未 到的 原因。 威严无 比的饬 

令， 变成声 训 交加的 乞求。 整个 行动让 今人# 起来 如同- 1 场拙 
劣的滑 稽戏。 

于 此我们 X 可以看 到当时 中英关 系的另 个 方面。 当尊严 

的“天 朝”屡 屡拒绝 弓“ 蛮夷”  T 等相 交之时 ，桀骛 不驯的 外国商 

人也 确劣像 “蛮夷 ”那样 ，无 视“ 天朝” 的法令 ■:. 在这 邱人的 眼中， 

“尺 朝”的 威严） （个  1 过是挂 在空中 飘荡的 幌子， 一 切法令 规则的 
又 节在干 陋规和 贿赂的 数额 ，行 商也罢 ，官员 也罢 ，反过 来倒成 

r  barbarians (蛮 夷）。 远在 M 师 的道光 帝决不 会想到 ，堂 堂“天 

朝 ”对外 体制， 在这 些贪婪 的行商 、枉 法的官 吏的操 作下， 竟会变 

得如 此荒府 和卑下 ，俨俨 “天朝 + ’的“ 防夷章 程”， 萣 会成了 袢羊头 
卖 狗肉的 铺子。 

3 月 24 日 ，林_ 徐听到 并不® 实的义 律帮助 颠地逃 跑的消 

107 



总 ，忍 无可忍 ，才 K 令断 绝逋商 ，封锁 商馆。 这 岳否过 激呢？ 那 

就 要看以 什么标 准乘衡 量了。 

先看 看断绝 通商。 绪 论屮已 经谈到 ，在淸 乇朝的 观念中 ，通 

商是怀 柔远人 的手段 ，是 给予" 蛮夷” 的恩惠 ，而对 :r  “蛮夷 ”的不 
恭不敬 ，最 直接 的对策 就是取 消这种 恩惠。 这里还 要说明 的是， 

在清 朝官员 （包 括林 则徐） 的心 h 中， 中国 的物产 已经使 这些外 

商 们获利 三倍， 血 中国的 茶叶、 人黄乂 岳“蛮 夷”们 须臾不 可缺的 

宝物 ，否 则这呰 嗜食肉 类的“ 蛮夷” 将消化 不良 ，统 统毙命 a 因 

此 ，断 绝通商 不仅是 绝了他 们的利 ，而 且还要 他们 的命。 这种个  1 
用 兵刃 而是断 绝贸舄 的制敌 方式. 大体与 今天流 行的经 济制裁 

类似， 被淸朝 官员视 作镇慑 远人的 法宝。 自 18 世 纪以来 ，-用 

再用 ，百试 不奭。 在林则 徐之前 ，最 近的 两次是 1S34 年律 劳卑- 

米华和 1838 年因 义士鸦 片案。 ® 

林则徐 在京请 训期间 ，肯 定与道 光帝讨 论过断 绝通商 一半. 
尽 管他们 的注意 力没有 放在英 国的反 应上面 ，而 只是看 到断绝 

通商 后引起 的粵海 关税收 的减少 如此 看来， 按照清 朝的标 

准， 断绝通 商本是 广东大 吏权限 范围之 内的关 ，林 则徐又 事先请 

过旨 .绝无 过激的 问题。 即 使按照 今天的 闰际标 准来看 ，对 T 不 

执行本 国法令 的外国 实行经 济制裁 ，也不 会成为 什么过 激的问 

题。 

再看看 遭至非 议最多 的封锁 商馆。 按 照清朝 的法律 ，贩卖 

鸦片是 充军、 流放的 罪行； 按照清 朝的司 法实践 ，对 嫌疑 犯无需 

取 证即可 拘捕； 又 按照清 朝的法 律/‘ 化外人 1E 罪 同例。 因此. 
林则 徐完全 可以将 商馆里 的外国 人统统 抓起来 ，审 m 定罪； 当时 

未获 得治外 法权的 英囷对 此绝无 任何 干涉的 理由。 m 是 ，林则 

徐并 没有这 么做， 一开始 只是寅 布不 得离境 ，封锁 商馆的 4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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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也只 断绝了  4  X 的供应 （商 馆内 此时绝 无食品 匮乏之 虞）、 19 

天的仆 役服备 ，实际 上与软 禁也差 不多。 而当缴 烟事项 的进行 

之中， 也 就是说 ，淸 政府巳 经取得 这些鸦 片贩子 的实际 罪证之 

P 夂 林则徐 却把大 多数罪 犯释放 了。 3 缴烟 K 作结 束时 ，林 M 徐 

义 f 乂仅将 16 名罪 行最 为严审 的贩烟 犯驱迩 出墙。 而 就在这 16 

名贩烟 犯离墙 0 的第 18 天， 淸政府 又颁布 f 新的禁 烟法今 39 

条， 其中 规定： “兴 贩鸦片 烟膏烟 土发卖 获利罕 五 百两， 或 虽不及 
两而 兴贩多 次者， 首犯 拟绞 监候， 为从 （即指 从犯） 发 极远烟 

癉允平 v’© 由此， 队清 朝的法 律来# ，林 则徐的 方法不 m 不过 
激， 简 直是宽 大无边 广 

费说不 分青红 皂白 地把外 国商人 统统关 r 禁闭 ，正 是因为 

当 时米 华外 囚商 人大多 都从 寧鸦 片走私 ，而英 m 商人 中， 似无清 

a?t . 林则徐 s 己似 _f ， 也感到 r 其中 的不妥 ，在 给外国 商人的 

瑜令 中称 提到要 “梵赏 '“保 护”“ 不卖鸦 片之戾 夷”^ 不 管后来 

实施情 况怎样 ，在林 则徐心 目中， 似乎 还是有 -条政 策界限 。 

当然， 林则徐 在此举 之屮也 有失误 之处： -、 不应 当把英 ra 

政府的 代表也 关起米 ，二 、当 个别美 国商人 和荷？ 领事 分别申 

诉 本人或 本国商 人 并未从 半鸦片 交易时 ，没 有及 时甄別 而区别 

对待1 三 、对 外国 商人提 出的两 项要求 的后一 项“具 结”， “人 即 

正法 ”一语 ，此 时在清 朝法律 之中尚 无必要 的裉据 。 
对于 第三项 ，林 则徐 g 来也 朽所 觉察。 当外 w 人开 始缴烟 

时 ，他便 _f 以释放 ，而 没有坚 持要求 具结。 1W9 年 5 月 18  □， 

他上奏 道光帝 ，要求 “ 议一 专条， 并 暂时沒 缴免罪 ％® 道 光帝接 
葵 G 立即下 旨军机 大臣等 汶复。 6 月 23  CL 道光 帝批准 了甲机 

大臣 ft 彰阿 等拟定 的专条 ，规定 外同商 人贩卖 鸦片， 按开窑 「1 例 

治罪 ，即 犯“斩 立决'  从犯 “绞立 决”， 林则徐 奉此新 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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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即正法 ”方 有法律 依据， 立即 要求外 国商人 照新例 具纪、 不具 
结不 T 通商。 

按照当 今各闺 通行的 法律标 准来看 ，在案 情未查 清之前 .嫌 

疑犯 应不得 离堉。 因此， 林则徐 f  3 月 18 日让粤 海关停 止下牌 

A 澳 ，并 非过激 之举。 

按照当 今各国 通行的 法律标 准来看 ，对 犯法者 应先 取证后 

拘拿， 然林 则徐在 未获赃 物之前 就采取 行动， 似为 不妥。 m 是， 

奋四点 值得注 意：一 、林 没存 将他 们投入 牢狱； 二、 3 时林 不具冇 

取 证条件 ，即广 东水师 的武力 七足 于恃； 二 、后 来的书 实也证 明， 

被 关的大 多是贩 烟犯； 四 、林后 来并没 有将他 们治罪 ，而 是当 s 

謀 处理。 退 一步说 ，即使 林则徐 在此亊 上有违 忠今 的标准 ，但他 

进行 的是正 义的禁 毒行动 ，在司 法程序 上稍有 过激也 无关士 :旨， 

魟何 况林 并没有 违反大 清律。 

从当 时的航 海条件 来看， 从英国 经好望 角至印 度冉至 中国， 

途 屮须四 五个月 ，波涛 和艰辛 自不待 言， 沉船和 丧命也 经常发 

生。 与 此相比 ，在 6 万 多平方 米的商 馆内的 47 天， 有如今 H 之 

渡 假村。 为何英 国商人 对来华 的艰辛 并小 抱怨， 时对封 锁商馆 

却 如此抗 议不休 ，是 因为前 者使他 们获利 而后荇 使他们 遭至损 

失 C 

实际上 ，最 有权利 抗议的 ，是不 卖鸦片 的美国 商人和 荷兰商 

人，可 以说他 们是无 畢被扣 留的。 但是 ，他 们的政 府对此 并没有 

作 出强烈 的反应 ，一 方面是 他们的 M 力和对 外政策 .M- 方面是 

他 ffl 的 国民损 失较小 （美 国仅 1540 箱 鸦片） 或没有 损失！ 

由此 看來， 问题 的核心 并不在 f 林 则徐的 方法是 否“过 激”， 
咁 在于 林的方 法是否 冇效 ，即 真能 收缴 鸦片。 只要英 a 商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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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 片贸易 t 遭受 损失， 英国政 府必然 会作出 强烈的 反应。 这 f 

仅 是因为 该国商 人遭到 损失 ，而 R 直 接损害 其政府 的 利益。 

关干鸦 片在屮 、英 、印  < 角贸 易巾的 地位， 即鸦片 — 茶叶— 

棉 织品的 5： 角 兑 系， 以及英 属印度 政府的 鸦片税 、英 国政 府的茶 

叶税 等 等问题 ，已 经有了 许多 论文和 著作进 行了很 好 的研宂 。 

我在这 里只想 引用张 馨保的 -段 分祈： 

“怍 其他历 电事 件一哞 ，钨片 战-争 并不是 某一个 闵 素造 
成的. 它有 各种各 _ 的原 从理沦 上或概 念上说 ，这 是两 

& 不同 X 化兌 的 冲突， 当两 神春有 其特 硃眛軻 、风格 卸价 

■a 观念的 咴熟 的文 化相 抟触 封， 必然 会 发生某 种冲突 。使 
英 IS 人间 + 同 人梢 抟触的 是商业 ，鸦 片战 争爆 发喷 十年 ，商 

北 最芾要 的一坏 是鸮叶 臂硌 ，而中 SJ 人竭力 想取诮 这一贸 

备， 4 是鸦叶 战争的 i 接県 E-/W 

由此， 我们讨 以认为 ，英国 的鸦片 商 人 和政府 借封锁 商馆一 

1 [大做 文章， 挑起对 中国 的战争 ，他 们使用 的足殖 民主义 的标准 

朽 帝国 t: 义的 逻辑。 

唞隔 150 年之后 ，即 1990 年， 美 国 总统 布什 以巴拿 马国防 

军 H_] 令诺列 加贩毒 至羌㈣ 为由 ，出兵 巴窣马 ::. 与林 则徐的 禁炯 

// 法相 比较 ，布 仆的方 法可 谓“过 激”数 万倍， 同 样是围 绕毒品 

案件 ，英 U3 和龙 国的 态度在 相隔一 个半世 纪之 邡是如 此的不 

同。 不管今 天的人 们讨这 两次战 尹持何 种看法 ，作何 种评价 ，但 

适， 贯穿 fr: 两次 战 卞之中 始终未 变的原 则是 ，囤 阮政治 中的强 

U: 我们 冋过尖 .来 W 看者摆 4: 林则徐 而前 的两 种选择 ，尽管 

他本 人此吋 并未点 识到 ：要么 杜绝 鸦片来 源而引 起战争 ，要 么避 

免战争 tiu 放弃 禁烟 的 努力， “ X 朝" 体制不 允 许林则 徐进行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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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 ，林 本人亦 抱着“ 天朝” 观念而 无意干 此类 交涉， 乱 英国和 H 
际 形势也 没有能 为此类 交涉作 适当的 铺垫， 因此， 中英两 14 之间 

不可能 达成如 1907 年 那神限 期十年 禁绝的 协议。 ©■也 就是 说, 

在当时 的条件 R  “天朝 ”与 “H 不落 帝国” 之间似 f 没 打 商量转 
間的 余地。 我 们由此 可以得 出结论 ：既要 杜绝鸦 片来源 又不许 

挑起 衅端, 道光 帝的这 一训令 本来就 是一个 悖论， 任何人 都无法 
执行。 

这就是 后来 林则徐 悲剧的 症结。 

三 林则 徐的敌 情判断 

1839 年 3 月 27  H 晨， 义律在 商馆宣 布， 以 英国政 府的名 

义 ，要求 本国鸦 片商人 将所有 的鸦片 交出， 由他转 交给中 H 政 

府。 义 律的这 个决定 ，使受 窘于商 馆内的 大小英 H 鸦片 商人大 

为穴奇， 认为这 是英闽 政府将 保护他 们利益 的表示 ，答应 交出比 

他 们手中 更多的 鸦片， 以至 将在路 途中或 福建沿 海的鸦 片也一 

并 报上。 就连毫 尤十系 的美国 鸦片商 人也将 6 己 的鸦片 ，交给 

义律， 以能在 大帐户 上挂号 沾边。 

就在 这一天 上午， 钦差大 臣林则 徐接到 义律的 禀帖， 表示愿 

意交出 鸦片。 林 为此而 松了一 口气， 自 3月 18 曰 以来与 外国商 
人的 对抗， 总 算是打 r 结果。 （fi 是， 他和他 的同事 们都没 有意识 

到 ，驻华 商务总 监督绐 钦差大 臣的第 一份禀 帖® ，改变 了 林则徐 
使命的 性质， 即由针 对境内 外国人 的反走 私行动 ，变成 中英两 w 

官 员间的 交涉。 

同是在 这-天 ，林 则徐 还收到 商馆黾 各国商 人集体 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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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帖, 声 称林则 徐谕内 所指? M 多涉 紧要 ，难以 理论 ，闪此 B 恳 

林则 除找他 们的领 扣 、总管 “  ft 行办 邢'  林也没 有&现 其屮的 
奥秘 此后各 谕今， 不 n 绕过 行商， 也 不再直 接对着 外国商 人， 

吋呆 发给他 扪 的领 杉或 总管 ，也 就辽 说， 从这一 x 之后， 林则 

除面前 的对于 .， 不再 迠作 为 个人的 外 w 商人 ，此 坫站 在他 fn  h  c 
的 政府， 尤其 记英阿 政府。 

这就犯 Y  了 第一个 错误。 

义 律代衣 鸦片商 人缴出 鸦片， 并 不意味 着将遵 術中 a 的法 

令， 时适 将鸦 片商人 的货物 变为苋 凼政府 的 财产， 图谋以 此为由 

向中 u 发动 战争。 

白 1839 年 3 月 30  h 起 ，义 律还被 [木 1在_商 馆期间 ，他就 小停 
地 向英闰 外相写 报告， 呼唤 武力报 K 中 4 月 3  H 的报告 ，已 

绞 卜 分具体 地提出 /fi 华计 划和勒 索要求 

当 时的英 K 外相巴 麦尊是 -个醉 心强权 霸权的 人物， 对外 
甘务屮 历米采 用炮舰 政策。 1839 年 8  II  29 日， 他收到 义律波 

禁闭期 间发出 的第一 批报告 （3 月 30  H  S  4 月 3  R  )。 在此前 
•C， 他 乂从其 它渠道 得知 f 中 M 发出的 事件。 9  H  21 日 ，他又 

收到义 律发生 的第二 批报告 （4  6  口至 5 月 29 日 k ⑫此时 ，英 

国的鸦 片商人 集团和 棉纺织 业主集 M, 也纷 纷向政 府进言 ，鼓噪 

战争 月 1  H， 英 国内阁 会议 决定 ，派 逍 一支舰 队前往 中国， 
并训令 印度总 督予以 合作。 1() 月 日 ，巴 麦尊秘 密训令 义律， 

G 知内 阁的 决定， ih 他做好 战争准 备：： 1L 月 2  H, 巴左 尊再次 

收到 义律 发出的 第二: 枇报告 （6 月 8  n 至 18  口）, ， 11 月 4 日， 
他 次训令 义律， G 以 英军将 丁次年 4 月左 右到达 及作战 办针； 

R  口， 又致函 海军部 ，要 求派 出远 征军。 1840 年 2 爿 2()  口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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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尊发 出致远 征军总 司令兼 全权代 表懿律 和全权 代表义 律的详 

尽训令 ，并 下发了 《巴麦 尊外相 致中国 宰相书 >。 1840 年 4 月 7 

口起， 英国议 会下院 辩论对 华战争 军费案 和广州 英国鸦 片商人 

赔偿案 ，经过 3 天 的辩论 ，以 271 票对 262 票的微 弱多数 ，通过 

了 内阁的 提议。 

从这 张时间 表看， 尽管 英国议 会迟至 1840 年 4 月 才 开始讨 

论政府 的议案 ，但在 1839 年 10 月至 11 月间 ，英 国政府 已经作 

出了 侵华的 决定。 而当下 院的议 员 们唇枪 舌剑切 磋嘴皮 子功夫 

时 ，英 军的舰 船和团 叭正 在从英 国本上 、南 非和印 度源源 不断地 

驶往 中国。 由于当 时没有 今日之 电子通 讯条件 ，从 中国 广东沿 

海至英 闰伦敦 的书信 需时约 4 个月， 英国政 府的侵 华决定 ，是根 

据 1839 年 6 月 中旬以 前 的形势 而 作 出的。 也就 是说， 当 清朝上 

下 正在为 虎门上 空鸦片 销焚的 气息而 振奋时 ，战 争的恶 魔已经 

出现 ，虎 视眈眈 ，悄 然潜至 。 

然 时， 对 于这一  W, 林 则徐丝 毫没有 觉察。 
J839 年 5 月 1  H， 当林 则徐正 在虎门 收缴鸦 片时， 对形势 

的发展 曾作出 -个 判断： 

“到 t 后 察看夷 晴， 外似 桀骜， 内买 惟怯。 向来 恐开边 
畔， 遂 致养痈 之患日 积日深 。 色 知 忮 A 六万里 外远诛 经商， 

主 客之形 ，从寡 之势， 固不 待智者 而决 。即 其船 坚炮利 ，亦 

K 能取胜 于外洋 ，而 不能 施技于 内港。 粵省重 重门户 ，天险 

可凭 ，且 其贸易 多年， 实 为利市 三倍。 即 除却鸦 片一项 ，专 

做正 经买卖 ，彼亦 不肯舍 此马头 。” （重点 为⑷者 所标） 

在作了 这些分 析之后 ，林 则徐得 出结论 ：“虽 其屮不 无波折 ，而大 

局均尚 恭顺， 非竟不 可范围 荇。” ® 也就 是说， 不必 担心“ 边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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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则徐到 广州后 ，在 给道光 帝的最 初几道 奏折中 ，并 没有具 

体谈 到边衅 问题。 1839 年 6 月 4 日 ，他在 奏折屮 谈到， 对于窜 

犯沿海 备 地的走 私船 ，与“ 有牌 照”的 商船 不同 ，枪 击炮轰 皆其 
e 取'  而旦， 不但水 师能够 剿除， 就是 雇募沿 海水手 ，利用 火攻 

之法 ，亦能 获胜， 道光帝 对此很 感兴趣 ，要 求林则 徐等“ 相机筹 

办”， 件指 出“ 务使奸 夷闻风 慑服， 亦不 至骤开 边畔， 方为妥 

善 这是 道光帝 谕旨中 正式而 明确地 提出“ 边衅” 问题。 
道光帝 的这道 7 月 8 日发出 的谕旨 ，于 7 月 29 日 到达广 

州。 ® 林 则徐迟 迟没冇 答复。 过广 1 个多月 ，即 9 月 1  林则 

徐 经过深 思熟虑 后上了  1 道长达 2M0 余宁 的夹片 ，专 门分祈 

“ 边衅” 问题。 他在具 体说明 前引文 中提到 的三条 原委， 即路途 
遥远 致使： n 客 众寡之 势迥姝 、船坚 炮利无 法得遑 于内河 、正 经头 

卖即 可获利 —倍后 ，得 出了结 【仑： “ 知彼万 不敢以 侵凌他 国之术 

窥伺 中华" ，至多 不过是 “和约 夷垾一 二兵船 未 奉国主 调通， 

揸自専 洋游奕 ，虚张 声势。 "最后 ，林 则徐还 提醒道 光帝， 义律来 

乍多年 ，狡黠 素著， 时 常购买 邸报， “习 闻有‘ 边衅’ 二字， 借此暗 

为恫喝 …… 且密 嘱汉奸 播散谣 肓”， 要 道光帝 不要上 义律的 

就 在上奏 后的第 4 天， 9 月 5  H， 林则 徐感到 有万分 把捤， 

仵 给密友 广东巡 抚怡良 的信中 ，对 义律此 时表现 出来的 强硬态 

度大惑 不解， 谓^然 替义律 设想， 总 无出路 ，不 知因何 尚不冋 

从上引 林则徐 的奏折 来看， 他此时 认为， 持 “边衅 ”论者 ，除 

京帅及 各地一 班反对 禁烟的 人_+： 们 ，还 有义律 等人。 于是 ，他将 

来 g 外国人 的英军 侵华的 消息， 皆归之 于义律 的谣言 恫吓- 

类: 。㉛我 们可以 再看儿 个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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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S40 年 2 月， 林则徐 听到澳 n 葡萄 牙人在 传闻， 英闰将 

从 本土及 印度各 调军舰 12 艘 来华。 对此， 他在给 澳门总 督的谕 

令屮 你：“ 此等谎 n， 原 不过义 律等张 人其词 ，无 足深论 

二、  1S40 年 3 月 24  H  , 英舰 “都鲁 壹”兮 （Drukl) 抵达 广东海 

面。 林 闻讯后 ，写 信给密 友怡良 ：“所 云尚带 二二十 船之语 ，则皆 
虛张 而已， © 

二、 1840 年 4 月， 美 S 领 事禀林 则徐， 告以本 国及英 国报纸 

载， 6 月份 英国将 封锁广 州港， 要求尽 早让芙 国船入 口开舱 。林 

则徐 对此官 A 的止: 式消总 ，仍不 以为然 .称其 为“谣 g  %® 

自 1839 年 9 月 1  口林 则徐疏 言分析 “边衅 ”之』 ̂ 再 也没有 

在 奏折中 对此问 题作进 一步的 讨沦。 他虽 不时地 报告英 方行动 

的传闻 ，但总 是认定 为“恫 喝”， 并称之 “谅亦 无能施 其伎俩 
1840 年 6 月中句 ，英 军抵达 广东沿 海的战 舰已达 4 艘， 而林则 

徐在奏 折上却 说：“ 伏查英 夷来船 ，所 配兵 槭较多 ，实乃 运载鸦 

片'  竟将 _ 次即将 到来的 战争， 判 断为一 次大规 模的鸦 片武装 
走私。 他在表 明已作 防范后 ，又 用道 光帝的 语言来 安慰道 光帝， 

“诚 如圣偷 ，实 无能为 、”  ® 而这份 报平安 的奏折 离斤广 州后+ 

到 U) 天 ，6 月 21  H, 英 国远征 军海军 tt； [令 伯麦率 领第一 批部队 

到达虎 门口外 ：向这 份报平 安的奏 折到达 北京的 那天， 7 月 17 

H， 英 军已占 领舟山 12 天了。 

战争到 来了！ 

前方 主帅 没有发 出战争 警报！ 

林则徐 犯下了 他一生 最大的 错误。 
■ 

前引 林则徐 1839 年 9 月 〖 日附 片中行 一句话 ，“知 彼万不 
敢以 侵凌他 0 之术窥 伺巾华 '此 话作力 结论， 无疑是 错误的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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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凌他国 之氺” 八下 ，却 向我们 隐约 透南出 林 则徐的 新知。 
我在 绪论中 L 择提到 ，当 时清钊 的上 T ， 对 外部 世界梏 懂迷 

茫， 对吳吉 利也只 足闻 k 名 而不知 n 实 ， 優凌 他闰 之术” k 英 
W 殖 R 史的范 IW,  d 足较深 E 的知识 ，在3 时没 ff 相 3 的努力 

J2M、 社  iiVr  A  楚的 .. 

林刚 除致 力于新 知的努 力， fr:K 赛 折屮没 有提到 ，在其 U 记 

中（ 今存 不全） 难以 查考， 在其 小也很 少言及 ... 他的 这种不 

# A 张的 做法， [I: 表明此 半不合 时尚。 作为 “天朝 ”大史 ，林 则徐 

竞然做 出 . 当 时冇 僚十 _  f_ 们听 不屑 的节情 、尤为 难能 可贵。 

根 据近人 的钩沉 ，我 ff  1 从各类 分散的 史料屮 e  in ■大 体看出 
怵则徐 s  a 努力的 轮 .谢 他节 少拥 有四名 翻译 ，终 n 为他翻 译 

英文彳 ■? 报， 他本人 亦 将这岬 情报采 撷成册 ，以供 餐考 。近人 讨林 

的这 -活 动研究 较深， 力作多 I  w_ 评 价鹿高 ，以 致称其 为第一 

R 侣迂 向西； ；_7巧 的人、 
本书 的 卜1 荇 与林 则徐致 九 新知的 活动相 涉较少 ， 故不打 r? 

就此问 题展卄 - 但是 ，这 m 而还 存在着 一个问 题：既 然林 则除已 

泞占 荇那么 多的奥 方怙 报， 成为清 不1 朝 中最了 解英 w 的仿 q ， 那 

么 ，为 什么 他仍没 fi 肴出战 争不可 避免这 一今人 感到极 为简争 

的趋 向呢？ 

|  我以为 ，这 与林则 徐分析 怙报 时使用 的思维 方法与 价值观 

念有关 

尽管 林则餘 在其奏 折中对 英国使 用 了极 丼贬斥 的言词 ， m 

存: 内心屮 ，似 乎并 没冇 把英国 3 作完全 没有“ 王法” 的“蛮 荒”之 

地来对 待 ，:. 从现存 的林则 徐翻评 资 料 ® 来昏 ，他 对英 国人上 & 

对鸦 片贸 易的 rn 仑 格外倾 心， 咁对 英国国 t 要求 商人 尊重中 h 

法律 的规定 特別# 重， ©_  s  y 在 奏折屮 都扼要 谈及 ■:噂 因此 ，他 

117 



认为， 鸦 片走私 贸易逊 远离本 土的英 国商人 ，违反 EB 令而 进行的 

罪恶勾 当； 义 律等人 的玩法 抗拒， K 国王 等人 “未必 周知情 

状 他们的 行动一 定得不 到英国 国王的 支持。 为此， 他在一 

开姶就 与道# 帝商定 直接致 书英® 国王 ，要 求其管 束属民 ，定 
必使 之不敢 犯 

林则 徐从其 翻译资 料中， 已经 r 解到 英国的 地理位 h、 面 

积 、人口 、军队 、舰 船等 数目。 但是， 这拽简 单的数 字反映 出来的 

直 观条件 ，使得 英国敁 得 不如中 S 这般 强大。 因此 ，林 则徐认 

为 ，相 对较 弱的英 国若派 军远征 .势 必有路 途遥远 、补给 困难诸 

后虞， 因而不 会出此 F 策。 您他在 奏折 和书信 中对此 都有分 

析， 

林则 餘从其 翻译资 料中， 已经 得知英 国以贸 易为立 M 之本， 

对华 荼叶贸 易获利 尤大。 因此 ，林则 徐认为 ，即便 鸦片走 私之利 

断绝 ，英 図为茶 叶等项 利益， 也 绝+致 干与中 a 决裂 他给义 

律的 谕令中 充满自 洁地责 如 果长达 200 年的中 英贸易 ，皱义 

律 “猝然 阻坏' 主岂肯 姑容” ？© 他断定 义律无 此胆量 敢冒此 
风险。 

林则 徐从其 翻译资 料中， 已经 T 解到 从事鸦 片贸易 的英国 

商 人的大 体背景 ，他 曾在奏 折中作 过分析 ，认 为这 些毫无 官方背 

景的 散商绝 无左右 政府之 能量。 © 

林则 徐从其 翻译资 料中， 得知 孟加拉 等地政 府皆在 鸦片贸 

M 中“ 抽分” ，官 员薪俸 多取自 于此； 广东海 面最初 开来的 几艘军 
舰， 又 是印度 总督等 人应义 律的请 求而派 出的英 驻印度 海军之 

由此 ，林则 徐得出 一个 推论， 义律与 英属印 虔官员 互相勾 

结， 私下出 动军舰 前来实 行“恫 喝”， 并 非奉到 英国国 王的命 
令。 ©他 还认为 ，这 些为 数较少 的军舰 不会酿 成大的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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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 徐队其 翮详资 料中， 得知由 f 他采 取的禁 烟措施 ，致使 

1840 年春孟 :加拉 、新加 坡等地 的鸦片 价格 暴跌， 时新的 季风季 

节又至 ，驻印 海军来 华军舰 增多。 由此， 他又得 出一个 推论， 义 

律 与印度 英人不 甘心鸦 片利益 的损失 ，准 备向中 国进行 鸦片威 

装走私 实际上 ，他 对这个 推论又 是如此 的深信 不疑， 以致到 

T  1840 年 7 月 3  口  .英 军舰队 纷纷北 h 舟山时 ，仍 对其 好友怡 

良称之 为护 送鸦片 ”。® 

由 此可见 ，林 则徐的 判断尽 管错误 ，但放 在“天 朝”的 大背景 
之中 ，仍 合 乎其本 人的思 想逻辑 。 

今天的 研究者 ，属 “半 后唐葛 亮”， 已经 看清了 各方手 中的底 
牌 ，很 难体会 到当年 决策者 下决心 之难。 从现存 林则徐 翻译资 

料来看 ，包 罗万象 ，对林 则徐的 褒贬评 价皆有 ，对 未来战 争的是 

否估 计俱存 ，看 不出一 个倾向 性的意 见来。 要从 这些资 料中得 

出战 争不可 避免的 结论， 非得是 一个熟 谙国际 事务的 行家里 

何是 ，林则 徐本是 “天朝 ”氛围 中人， 初涉 此道； 情 报来源 仅为报 

PJ 书 籍等公 开资枓 ，并 无秘密 渠道； 更何况 一般人 的心理 活动规 

律 是对己 行利的 资料印 象较深 ，对 利的资 料不受 重视。 种 

种情％ 使得林 则徐犯 错误的 可能性 ，远远 超过不 犯错误 的可能 

性。 

林 则徐不 是神。 

尽 管他今 天有如 神话、 

有 论荇据 林则徐 的朽信 和奏折 ，称 K 哏已 M 见到 了战争 ，并 

向道光 帝和 沿海荇 省督抚 发出了 作奸战 争准备 的预告 。 

这些杆 信和奏 祈有： 

,1840 年 7 月 4  林 则徐# 称：英 弔北犯 ，“ 如其 驶罕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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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灯山 、或 江苏上 海等处 ，该 -省已 叠接粤 省咨文 ，自 皆打备 ，不 
I 

致 疏處' 

二、 184() 年 8 月 7  H, 林则徐 奏你： 恐英军 “越窜 备洋 ，乘虚 

滋扰'  “沿海 各省， 亦 叠经飞 咨防备 

一:、 1840 年 12 月 22  R， 林则徐 致姻 亲叶申 忆 谓：“ 原知段 

夷必不 片 休 …… 屡次笮 请敕卜 1 各省 督抚严 密 防堵 ，并该 夷之窥 
何办 山， 拟赴 夭津递 亦先 期采明 入告， 

四、 1841 年 2 月 18  M， 林则 徐致 业师沈 维矫； 谓：英 军“窜 

n-：H\mrr%\ 本在 意中. 则 徐苹请 敕下筹 防， u_ 己五次 ，并舟 山 之 

阅占 ，大 津之 图控， 亦皆 先期探 明入告 。” 

t  五、 1842 年 9 月 ，林则 徐致旧 友姚椿 、王 柏心 ， 谓：“ 英夷兵 
船 之来， 木 在息屮 ，徐 在都时 面陈姑 署不论 1 即到 粤行 ，奏 请敕下 

沿海严 防行， 亦 巳五次 …… 定海 之攻， 天津 之诉. 皆餘 先期入 

街。 ” ( 文 屮重点 皆笔 六所砧 ） 
枭允疑 问， 林则徐 的这些 ¥ 论， 与前述 其故情 判断， 完全是 

两 冋半。 细心 地将林 w 徐七述 rr 论对照 排比 ， 不谁 发现， 林的这 

叫 话都是 战争爆 发之后 说的 ，而 且是越 说越 圆， 至笫 上: 份资料 

(也 最 爱 被人引 闬）， c 设滴 水不 漏：  ^ 

我以 为. 这 就需要 对林则 徐所 提到 的四项 衫件 ，逐 -进行 

考 n\ 

甲 、林 在菸 请训期 M. 有* 面陈“ 托船 之来， 本在竞 中”？ 

付 厂这 个问 题， 我在 本孕第 _  h 引用 林则徐 与譯 d 珍 r 

1839  ̂   1 月 的书信 往来和 1840  12 月林则 徐致叶 中芗的 Q 

件 ，作 r 凹答 ，即 林当 时+认 为会致 Yj  “边 衅”  ifiJ^  1842 午 9 

n, 他突 然说 出“在 都而陈 ”的情 节， 相矛盾 ，似 只能相 
fj 前说 不能 相信 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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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林在广 东时， 五 次 h 奏请敕 F 各 W 筹防， 究萣是 怎么回 

fi 林 wii 徐在 广东禁 烟时 ，确 旮请 旨敕 k 筹防之 事. m 具休押 

由和 n 的均 七冋、 

1839 年 5 月 18  n， 林则徐 收缴鸦 片 2 万余®  U， 担心鸦 J; 

烟船北 h 贩烟 ，请 道光帝 下令沿 海各 竹“ 严迕” 鸦片定 私。 然 W 

道光 帝接到 此奏后 、并无 给忤打 的敕今 .，_ 
1840 年 1 月 8 日 ，林则 徐接奉 迅 光帝断 绝英国 贸易 的渝令 

后 ，冉 次上奏 ， 用意还 娃防 止鸦片 走私。 道 光帝收 到此折 G， _ 厂 
1840 年 1 月 30  口谕今 盛京、 S: 隶 、山 东、 i 工苏 、浙江 、福 建芥将 

军督抚 ，“各 饬所 W, 认真 稽卉 ，倘 窜入荇 u， 即 实力驱 迩净尽 ，以 

■M: 来源而 清积弊 。”1® 
杳 《林则 徐集》 等文献 ，除 此两折 外 ，并 兀诂敕 泠省筹 防的奏 

议 为 何林则 徐自称 有 i£ 次 之多 ，我 们不妨 扩人 1 哔范 围 ， 
继续寻 找。 

1839年6月 14  口 ，林 则馀奏 f 尔， 外 W 商船 来# 贸 ^ 须在 

木国 请 领牌照 ，并 禁运 鸦片。 然英厲 印度 商人 利 欲熏心 ，不顾 禁 

令 ，由 外洋 “直 趋东路 之南澳 ，以达 闽 、浙 各洋'  请求道 光 帝对此 

等走私 船不必 采取以 往“空 K 驱 逐”的 方法， 可以 “严行 查办” 
道光 帝接到 此折， 并未 K 令抒宵 照办， 何福建 督抚却 收到林 则徐 

等人的 咨分， 此力 一。 
1840 年 6  3  24  H， 林则徐 奏称， 英军开 来舰船 10 艘， 

等现各 飞涔闽 、浙、 江 亦 、山 东、 H 隶 荇省， 伤 属严 ■杳海 U, 协力筹 

防 '㉙此 为二。 

前引 M40 年 7 月 4  n 林则徐 奏折， 称 到粵英 军“干 五月底 

及 A 月初间 （系阴 历）， 兄后驶 出老； /山， 东 风桢帆 Ifii 上 ……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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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帝于 8 月 3  n 收到 此折， 已知定 海火 陷， u: 浙两拧 已有防 范, 

故 u 命 丑 朿总 齊琦苦 严守天 卬海 n  ◎此 为-: .， 

由 此可见 ，林 则徐在 K 书 G 中所 你“  n: 次” 入奏， 前 二次是 

指防范 英旧等 w 的 鸦片疋 私船 a〕 ■两 次苋 军巳拉 开到 ，战 争巳经 

发生。 

内 、定海 、天 津之# 先期 入泞又 f 何时？ 

仵林则 徐奏折 ，第 一次 谈到 定海 、天 津之化 始千 1 840 年 7 
月 4  Hi 奏折， i〖u 笫二 天便发 牛_ 了定 海之战 ，可 见对定 海守军 全:无 

ff 告作用 道光帝 T8 月 3  U 收到 此折， 而直隶 总臀在 此之前 

C 获定海 消息， 「1  7/1  31  H 由省城 保定 赶赴天 津筹防 ，㈣ 可阽 
对天津 也 失去预 膂作 

丁 、林则 餘谓 $ 光 发给 沿海 5 宵 的 咨文， 究 竟是怎 么 n 卞 ？ 

1840 年 6 月 26  H， 林则 徐致其 密友怡 良的信 中云： “各省 

咨文. 前本 拟办. 因诸冗 棼集， 尚未定 榀， 兹则 不可 不发； 特录一 
纸送政 ，俟 按定 r 『发回 ，今曰 即缮， 仍送上 盖印 ，用 排 单驰发 也。 

前 日片榀 汆存 一份送 存冰案 ，其 稿尾亦 将分咨 各省云 云添入 ，缘 

彼 此赶发 ，未 及再送 裁定， 兹以补 闻/㈣ （重 点为笔 若所标 ） 从这 

封 Q 巾可 以# 出 ，前引 6 月 24  H 林则 徐奏折 中提到 的“飞 咨”各 
省 ，两 天之后 尚 未发出 - 即侦 干当 H 发出 ，根据 英军的 进 攻速度 

和 清 朝的公 文 速度， 势必又 &马 后炮。 

林则 徐的 咨会骂 了什么 内容 ，可 以吞 - 份 实样。 1840 年 S 
h  1  a, 山 东 巡 抚托浑 布收到 广 这份 涔会。 该咨 会在历 叙广东 
禁烟以 来的径 历后 ，称： 

“  S 去冬以 总今 7 ， 4  &获办 .:适 夷 W 堦 $  ：!? 狖 …… 改咒 
梠 之益坚 ，防 之益 在粤 无间可 珩义本 :扃弃 货干地 ，势 

I 木 弃西洚 .诱人 3 私 兹复传 间 _  R L  洁 的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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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虽 可料不 敢滋事 ，而护 送鸦片 ，随 处诱买 ，均在 意中。 普 

由 深加外 ':羊 ，蜗 风扬帆 ，无难 s 向 北驶 …… 自应飞 咨圣 萏 ， 

—体 防査 ，兜 可绝其 弊。 ”◎( 重点 为引* 所标） 
林则徐 的咨会 ，如同 其先前 的奏折 ，并 未预 告战争 ，说的 仍是鸦 

片武装 走私问 题。 时山东 巡抚收 到此咨 文之前 ，已于 7 月 21  H 

收到 浙江巡 抚关子 定海失 陷的咨 分， 乂  f  7 月 25  f3 收到 道光帝 

加强海 防的渝 令1^ 

m  h 所述 ， 我以为 ，林 则徐关 十“咨 会 ”的奏 折和关 于“ 请敕” 
的书信 ，都适 战肀 爆发 之后他 自我辩 解的说 法， 都是不 足以为 

据的。  
' 

在 羿清 林则徐 的# 行后 ，应 当迫究 I 下道 光帝的 责任。 

我在 本章笫 一节己 经提到 ，道光 帝是在 皇家成 m 吸毒 、大批 

毐品 遍近京 师的刺 激下， 才 采取断 然措施 ，调林 则徐进 京的 ，亊 

先并尤 慎密的 思考和 汁划。 他此 时所最 注重# ，是 烟毒能 禁绝， 

ifu  S 有考虑 到后果 一类的 情# 

林则 徐果如 ft 玺 ，到 广州 G ， 第 二次奏 折便报 来义律 答位呈 

缴鸦片 2 万 箱的好 消息。 道 光帝不 U 在林 的奏折 上朱批 "所办 

可 嶺之至 '而 a 还在 史部拟 s 的优叙 i：， 朱 笔将林 则徐的 “加一 ■ 

级 ，纪 录柯 次”改 n 加 二级， 。 兴奋之 情溢于 笔端。 
1839 年 4 月 22  口 ，道光 帝得到 重臣陶 澍病危 请辞的 奏折， 

据陶澍 的提议 ，命林 则徐改 任两江 总督。 按照当 时宫场 的普遍 

看法， 两 江 总督 班次仅 在直 隶总督 之后， 位笫二 ，由細 广调两 江， 

虽为 同品， 仍是 迁右。 但 此事又 似可反 映出， 在 道光帝 的内心 

中 ，苏 、皖 、赣 三省， 盐 、漕、 河三务 似乎要 比广东 的禁烟 来得重 

要 。 他认 为林则 徐很快 就会不 辱使命 ，旌帜 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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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n 销 烟后， 他 以为大 r 已经 粗定， 只留存 - 些具体 啦务待 

林 w 徐料押 n 堪即 町， 一 w 尽忖循 fu 常态- 奈 m 那些不 大不小 

的如项 一件件 从广尔 报来， 又是 具结， 又足 交凶， 乂是续 缴犸片 

(洋见 后节） ，而 耶些 俯首贴 坏恭 恭敬敬 缴出鸦 片 的“夷 ”人们 ，竟 

敢用大 炮 大朝 ”对抗 。 他给 予林_ 馀的指 心， 不外乎 是那些 

i+i 卜出 万全'  “先威 后恩 ”， “断 不敢轺 率偾彳 i、 亦不致 畏葸允 

能”％ 等等猊 f 以全 而却尤 见地 的沾 ，说 广 如同 g 说。 -次， 他见 
到林则 徐有邱 游移 ，竟 朱枇道 it 不虑卿 等孟浪 ，但戒 卿不可 毘 

葸”气 鼓 励林与 英人对 抗,， 
L839 年 12  n  13  逍) t 帝收 到林则 徐 的奏折 ，肴 到的仍 

足 纠缠不 淸的“ 夹务'  深感 “殊® 不成 # 体 r 于是 ，他想 出…个 

一劳 水逸 的解决 办法/ ‘G 卩将 吨咕嘀 闺贸易 停止” ，什 么具结 、交 
W、 续缴 鸦片等 等如项 ，统 统不 必再与 之追究 F 去 - 然而 ，断绝 

通商 可能 会引起 何种 后果， 他似乎 仅仅右 税银减 少这- 1 项 。这 

位生 忭苛 俭的 皇帝， 此 次竟大 "地 n 布： “KK 税银， 何足计 

论 ！”■〜 1840 年 1 月 5  R,. 逍光帝 见林则 餘久久 不能北 h， 以赴新 

任。 要缺两 江总 督的位 _f 空了  S 个 fl, 他 干脆任 林则徐 为两广 
总督， 谰邓廷 桢为两 江总晋 .依 例解除 r 林 的钦差 大臣的 差使， 

迚 一切都 四复到 原来的 样子。 I 

道光帝 的这两 项决定 ，快刀 斩乱麻 ，割 断了屮 英当时 唯-存 

在 的逋商 关系. 他认为 ，从 此之盾 ，各在 东 西一方 的中英 两国断 
绝往来 ，不会 再有什 么纠总 ，也 不会 再有仆 么矛盾 ，如 Rff 水不 

犯 河水。 此 时的林 则餘， 也 不再姑 “ 查办海 1 1 事件” 的钦差 大臣， 

而 是“总 督广东 广丙等 处地方 提督军 务粮饷 兼巡祝 事“的 地方职 
竹 ... 他 的任务 也不冉 是与英 方折冲 樽俎 ，道 光帝 仅让他 料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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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后 半：一 、宣布 英“逆 ”罪行 ，永 久馈绝 通商； _、 将停泊 在粤洋 
的英 同舰船 驱迩 净尽。 

道光帝 也犯下 r 重人 错误， 他用 “天朝 ”的逻 辑来思 考 对策， 
且对敌 f 的估 计也力 真实共 远。 

1840 年 2  7 日， 迨 光 帝得知 湖北江 堤被水 冲坏的 消息， 

一 下+想 起上年 6 月林 则徐所 h “江汉 安澜” 的奏折 ，认为 “究系 

筹办验 收未能 以善' 结果给 T 林“ 降四级 留任” 、“ 不准抵 销”的 

处分 ，声虽 说清朝 甘员 依例处 分只是 寻常， 道光一 朝未受 处分的 
封躺 大吏甚 属罕见 ，且 林则徐 在湖广 任上因 举荐不 察也两 次受 

到 处分； 但是历 来被道 光帝认 作办电 细密 周到的 林则徐 ，在 江堤 

事务 L 竞出如 此差错 ，他心 中不能 不留下 痕迹。 

此后 ，道 光帝对 广东的 車务日 见松 怠， 反复 多变的 “夷情 T ’使 
其屮 倦。 他的视 野较多 地关注 于清干  1 朝内 部的各 种传统 书务， 

不 洱象从 前那样 密切注 视着广 东“夷 情”的 变化。 这一方 面足林 

则徐 冉也没 有给 他带来 大 快人心 的喜讯 ，另 +方 面是他 认定清 

朝“ 以逸待 劳， k 客之 势自判 '英 同就是 来儿艘 军舰， 又“ 何能为 

之”！ ⑮ I 
荇 王好高 城屮卨 一尺。 道光 帝的这 种态度 ，不 能不给 

“ 大朝” 内大小 E 工以安 稳的 印象。 在一片 静谧安 宁之屮 ，谁又 
会发 现战争 恶魔的 悄临？ 即便有 人发现 ，谁 又敢 慌乱扯 响战争 

骜报？ 

四 林则 徐的制 敌方略 

1839 年 6 月 虎门销 烟之后 ，局势 并末 如林则 徐所希 望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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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逐 浙趋于 和缓 ，反作 风雨雷 霆。 中英之 间对抗 以更加 激烈的 

形式 进行。 

其中的 争执， 有以下 三端： 

H 结。 林则 徐以奉 到新例 ，要 求义律 敦促英 商以 “货即 

没官 、人即 正法” 的格式 具结， 否则 不许 通商。 义律 不仅 阻挠具 
结， 而 a 下今英 船不得 驶入广 州港。 

二、 交凶。 1839 年 7 月 7  英国水 九龙 尖沙 咀酗酒 

滋‘ 殴伤 村民林 维喜， 次 H 林死 去。 林则徐 谕令义 律交出 M ■ 

于、 义律 P 以拒绝 ，在英 船上自 立法庭 ，判处 5 名 滋事行 凶苦监 

禁 3 至 6 个 罚金 15 至 20 镑。 

-二 、续缴 鸦片。 随着新 的季讽 的来临 ，虎 nn 外 新到英 LS 商 
船数 十艘。 林 则徐命 令缴出 续到船 上的鸦 汴。 义律仍 M 拒绝。 

在此」 鲁中 ，乂 以“交 m”-  1 案对抗 为最。 
1839 年 S 月】 5 日 ，林则 徐以义 律拒 不交吨 .援引 1808 年 

(窟 庆十 二年) 英人 在澳门 违令案 之例， 禁 绝澳门 英人的 柴米食 

物， 撒 退买办 L 人 ，次 H 率 圬进 驻香山 ，勒 兵分 布各要 n ， 边苑人 

离伃澳 门。 8 月 24  1澳」」葡萄#当局存:此压力下，根据林则 

徐的 谕令 ，宣 布驱逐 英人。 罕 8 月 26  H， 英 人全部 离澳。 义律 

率这批 英人泊 船十 香港、 A 龙 一带。 
1839 年 4 月 英舰 拉恩号 （Lame) 被义 律派出 送信后 ，除 

义律 R 用 的小船 路易 沙号 （lAuiw) 外， 广东 海面并 无英因 军舰。 

8}i  30  据义 律的 请求， 印度 总督 派出的 战舰窝 拉疑号 

(Vukge) 驶到 ，使义 律有了 与中 01 对抗的 武力。 林则徐 听此消 

/丄 除命备 塙加强 防范外 ，于 8 月 3i  H 发布 耷示， 要求沿 海村民 

聚 义团练 ，不准 英人上 岸滋事 、觅井 汲水， 并准许 以武 力相拒 

1839 年 9 月 4 日， 义律和 窝拉疑 号舰长 士密 （H. Smith),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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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艘 小船至 九龙， 要求 中国官 员供应 食物， 未达到 S 的后 ，十密 

r 令 幵炮。 

中英之 间的 对抗， 开 始诉诸 武力。 

由此至 1M0 年 6 月 下旬英 国远征 军开到 ，在 9 个多 月的时 

间内 ， 据林则 徐奏折 ，广 东沿 海共发 生战事 7 起 ： 1.  1839 年 9 月 

4  H 九龙 之战； 2. 1839 年 9 月 12 日火 烧英国 趸船； 3 .] 839 年 1 1 

B  3  口穿鼻 之战； 4.  1839 年 11 月 4 日至 13 日官浦 之战； 

5+184() 年 2 月 29  H 火 烧贩烟 及接济 英船的 匪船； H840 年 5 

月火 烧接济 英船的 办艇； 7.1840 年 6 月 8 日火烧 磨刀洋 英国鸦 

片炯。 此外 ，未见 于林 则徐奏 折的还 有两起 ： 1840 年 5 月 20 日 

袭 击英国 鸦片船 希腊号 （Hellas)  ;  184(1 年 6 月 13 日火 烧金星 门 

英船。 

以 h  9 起战事 ，其 中第 2 起 火烧英 H 趸船 ，实 际上是 误烧西 

班牙 商船； 其中第 5,6,7 起和 林则徐 未奏的 两起， 清军的 目标是 

•m 

英 S 鸦片船 和中国 不法奸 民的办 艇之类 的民船 ^ 而第 4 起官浦 

之战 ，情 况稍有 周折。 据林 则徐奏 ，英 人英 船在句 a 之内 ，连续 

向 官涌清 军进攻 六次， 皆被 击退， 其 中 参战的 有“噃 ft 忌喇吐 '“哆 

呼 I” 等英船 。@而 英方对 此却全 无记载 ，反 称泊于 香港一 带的英 
船移往 锏鼓时 .于 W  13 日在九 龙一带 （即 官涌） 遭到 清军的 

炮击 。©查 此时 英国在 广东 海曲打 战舰窝 拉疑号 和新驶 到的海 
阿新号 (Hyadmh). 以及 官船路 易莎号 ，从 林则徐 奏折来 分析， 

此二 舰并未 参战。 因此， 不管半 件的真 实究竟 如何， 可以 肯定的 

官涌之 战+是 英军与 清军之 N 的对 抗。 

由 此可见 ，至 1S40 年 6 月 卜旬 之前， 中英双 方运用 国家武 

力进行 的战事 ，仅 为两起 ，即九 龙之战 和穿觅 之战。 林则 徐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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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没 有对此 类战事 作清晰 的分类 ，是因 为当时 的中国 人还没 

冇近代 M 际政 治观 念」 

1839 年 9 月 4  H 的九龙 之战中， 清军 参战# 为大鹏 营参将 

赖恩 爵所率 3 艘师船 ，并 得到 九龙山 h 炮台的 炮火支 M; 英方参 

战者 ，双 方说法 不一， 林则徐 奏称 ，有 “大小 夷船五 只”， •芳 在战斗 

中 前来增 援的英 船“更 倍干前 '但末 称具体 数字； 义律在 其报告 
中称 ，英方 以路易 莎号、 珍珠号 （Pearl)、 窝 拉疑弓 所属小 船进行 

战斗 ，后得 到支援 ，但 战舰窝 拉疑号 未投人 战斗。 英军- 参战荇 

与义律 的说法 一致， 并 称前来 增援的 有威廉 要塞号 （Fon 

Wiliiams) 所 属的小 船， 另外 甘 米力治 弓 乂 Cambridge) 船长喂 啜剛 

叶 亦率 16 人划 船来 参战。 

关于 此战的 经过， 双方 的叙 述大体 相同。 林则徐 奏称， 英方 

W 索食不 成而 先启衅 .赖恩 爵立即 督部千 以回击 ，双 方从 午刻战 

宁戌刻 ，期间 英船先 被击退 ，圬得 到援军 再战， 最后畋 遁尖沙 PfL- 

方亦称 其率 先开炮 .认 为清军 作战相 3 骁男 ，战斗 从下午 2 时 

个 进行到 6 点半 ，其第 一次 ^ 撤是为 r 补允 弹药， 最后卞 动撤出 
战斗。 

M 方报 告屮分 歧最大 者为 战果： ：林则 徐奏称 ， 清 军战死 2 
人 、受伤 4 人， 所属师 船稍有 损伤， 但 很快 修复； 击 翻英船 1 艘， 

方毙英 人至少 17 名。 英方未 具体砵 m 军的 损失， 何 你己方 仅是 

受伤 馼人而 已， 

从此 战的具 体绖过 来分祈 ， 淸军以 3 艘 各配炮 10 门 的师船 

作战 ，以海 岸炮台 为依扎 ，兵 弁奋男 拼死 ，表 现出广 东水 师前所 

未耵 的振作 ：苋 方以路 u 莎号 （载炮 14  n)、 珍珠号 （载炮 6 「])、 

窝拉 疑号所 属小船 （载炮 1  M) 及前 來增拔 的船只 开战， 全非正 

觇战 舰， 火力 不济 ，◎窝 拉疑弓 -w 风停 而兄法 迫近# 加战斗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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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从军 铒的角 度来# ，很 难分 出胜 负来。 

如果说 九龙之 战双方 的报告 还大 体吻合 的话， 那么， 关干穿 

發之战 ， 则 是各执 一同， 人 不相吋 
先 是战屮 的起 W。 

林则 除 奏你， 1839 年 11 月 3  H  , 英国 噹啷船 （ Thomas 

Coul(s)H 结进入 虎门， 英 舰窝抆 疑 号和海 阿新号 亍“午 刻驶至 

穿舄'  阻桡 噹 唧船进 口 ，提督 关天 培“闻 ffM 宅异” ，“ 正查究 间”英 
舰率先 开炮 = 

义 律的报 泞， 虽也 提到英 船具结 入!」 之， /但 称事因 10 月 

27  a 收到 广州知 府余保 纯转来 林则徐 的谕令 ，嗣 r『 货 物总须 

照式 具结 ，若 不如式 ，万 万不 准贸易 .违抗 逗留之 船， 即 行烧 

毁 '砂 遂 f  2S  [彳 勹士密 h 校率英 舰两艘 前往穿 凫， 准备 递交： t 

密致 钦差大 的信件 .要 求林 则徐收 回成命 。由 f 逆风 ，英 舰？1 

U 月 2  R 到 达穿# 沙舟炮 台一带 ，即派 1 懦翰 （知 fin  Robert 

Mumsun)  — 等人 向关 天培 递交出 诙信。 晚上， 清方派 通寧请 H 

餚 翰赴关 天珩 座船 ，被 拒绝 。次 日上+ ，洁 方再派 出逋乳 遥还 

i •密倍 件， 并再邀 马儒翰 赴约. 仍被 拒绝、 此时， 关天 培率由 29 

艘 师船 m 成的 舰卩 人前来 ，英 方让 通# 送去 上密 的一信 1 要求 “  & 
船 i 即 N 至沙 角之 北的泊 '  关灭培 回复 你， 只要 交了打 死林维 

薄 -人 /‘即 可收 兵回 门， 咛则 断不 依也'  义 律再复 ，称不 

知 Ml  f 足 W 人 ，惟 萨 安是 水”  ̂  到了中 午 时分， 士密认 为不能 
比 清军舰 队夜 间从他 的身边 穿过， 以威胁 乾 M 商船， II 国旗 的采 

# 也小荇 r 卩他临 阵 M 却- 义律 同意厂 t 密的 意见。 于是， fr 密 

便率 先发起 进攻. 

K 次是作 战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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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 徐奏称 ，英岘 汗炮后 ，关天 培立即 下令座 船回击 ，并指 

伟& 船协力 进攻， 多 次击中 窝拉疑 接仗 约有 -时 之久， 窝拉 

疑 号“帆 斜旗落 ，且 御&逃 '海 阿新号 亦“随 同遁去 ”。 清 军本欣 
追击 .然 师船 弥缝 油灰多 被轰开 ，势 难远驶 ，更因 英舰船 底令用 

铜色， 炮击不 能穿透 ，“是 以不值 追剿' 

义律报 ■&称 ，英 舰原 泊十 清军舰 队的 右侧， 开 战后， 利用侧 
风 ，从右 到左冲 过了整 个清军 队阵， 然后乂 从左到 右再穿 其阵， 

“倾 泄了毁 灭性的 炮火'  “屮国 人以他 fn 的固有 精神冋 但 

是 ，我方 坷 怕效力 的火力 很快便 显示出 优势” :：战 斗 进行了 不到 
3 刻钟 ，清 军便撤 退了。 士密 无意扩 大敌对 行动， 便停止 炮击, 

没有 阻碍对 斤的 U 撤。 Pjfi/u% 英军驶 祚澳 门。 

再次 是关于 战罘。 

林则 徐奏祢 ，淸 军击中 窝拉疑 号的船 # 、后楼 、左 右舱口 ，英 

人多有 屮炮落 海者， 战后“ 捞获夷 帽：卜 - 顶”； 并 称己方 釘- 1 艘 

师 船进水 ，一艘 被击屮 火药舱 而起火 ，旋 被扑灭 ，师 战 死士兵 15 

名 ，受 伤军官 1 名 、士兵 多名。 

义律报 告称， 清军 3 艘 师船被 缶 沉， 一 艘击中 火药舱 
而爆炸 ，还 有几 艘明锨 进水。 窝 拉疑号 仅受 r 轻 微掼伤 ，没 有人 

员伤 亡。 

总之 ，双 //& 报 胜仗。 

比 较中英 双方各 s 的报告 ，让 人最 有兴味 的是关 r 羌大培 

的 描写。 a 看林 则徐的 说法： 

“该提 督亲钎 嗖立 桅的 ，自 拔腰 7 八杈 持督 沣， 圬声喝 

递： 者 上 护 。’适 有夷趁 (炮子 ^ 过 植访， 别落 觉 木一 

片， 由 该提 督手面 嘌过 ，唆评 ru. , 关 天培奩 不硕身 ，仍持 

: .7 屹立， 又汉 银锭先 £凭丄， 吶杰1 b 唤® —炮 ，立叩 赏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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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 ……
 ” 今人 阅读此 段奏析 ，恍惚 a 身 7^ 古典 戏剧小 说的战 斗场景 之中。 

道光 帝读此 亦感慨 ，朱批 "可 岛之 若又 天培 的举止 确如林 

则徐 的描写 ，那么 ，在 - 派 中世纪 的豪迈 之中， 又 让今人 凄然感 

受到 无知 于近代 战术原 则的 悲 凉。 在 近代激 烈的 炮战中 .关天 

m 的这沖 做法 是不足 取的」 x 作 亦称： 

“作力 一 夂男 敢的八 ，公 正的 说决崖 ，提督 的举 丄配琛 

上 他 的地位 。池 的 座船在 武器和 装具上 明显优 夂其 它船 

h ， 当 忾 起锚. &,很可 能是 斩断 或觯 脫锚链 ，以 芨敏 的方弍 

焚 m 女三坚 下的 战® ，办之 X 战 。 这# 毫 无 希 望 的努力 ，增1 

加了吔 的荣誉 ，证 叫了 他行动 的决心 ，然两 ，不到 3 刻# ，他 

和®  a 中 尚存的 g 船便 段其 悲伤 地撤 s 到原先 的锚 汨地， 

在这 ，段 描写屮 ，颇 具英 雄未酬 壮志的 慘淡。 

穿努. 之战的 真实， 今天 似无必 要一一 考证得 十分 清楚。 何 

细心 阅读双 方的报 ■& ， 大体 p| 以得一 个印象 ，清军 在此战 中并不 

占 冇上风 ，林 则徐的 报告中 似掺有 水分。 然这巧 水分是 林则徐 

所为 ，抑或 关天 培 所为， 那就 允法 考请 了。® ■ 

从今犬 通行 的严格 的意义 h 划分， 九龙之 战和穿 鼻之战 ，使 

中英两 国实际 上已 经进入 了战争 状态。 

但是 ，林 则徐 根据其 掌樨 的翮译 资枓， 自以为 只是与 未获 0 

卞 命令而 私邀 来华的 英舰以 及不遵 H 主法 令的英 国走私 商船之 

间的 交战， rfri 不是与 英国的 战争。 他 的这种 认识， 可见 于他与 

1840 年 1 月 】8 日 发出的 《谕英 SIH 王檄 h 而义 律此时 尚不知 

他自 1839 年 3 月 27  □缴 烟以 I? 的举动 ，是 杏为英 H 政 府所批 

准， 认为这 些只 是保护 本国商 人的武 装行动 ，开战 后也未 采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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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西 // 交战国 惯行的 祌冲 外： i 行动 1 而仍 与林则 徐保抟 某仲公 

文往来 。他 _fl 到 1840 年 2 月 ，才 奉到 巴麦 尊的对 华坩兵 的训 
令 = 

囚此 ，尽管 战争的 序幕实 hU: 已泾 拉汗， 但 ■« 方都没 饤意识 

到戏已 开演。 考虑 到双力 1 的这 种认识 ，本 H 仍将 鸦片战 争的爆 

发时间 定-f  1840 年 6 月 K 句， 即 英国远 征军大 批开 到之时 ... 

很可能 是穿鼻 之战的 结果， 1840 年- 初， 林则徐 奉旨永 X 停 

止屮英 通商关 系之后 ，逐 步形成 / 完 辖的制 敌 方略。 对此 .他有 

一段 说明： 

“ 无论该 夷 _ 无兵 船续至 ，即况 在之'  嘧 、啦 呛沔 船未 

去 ，哽 其顽 抗之 意 ，妄夸 炮利 & 滏 ， 各 夷的恃 为护 谓可诅 

我师 之® 運。 臣等 若令巧 船整队 而出， 远 -O  ; 单 ，并力 严 

驱， 非不 足以操 胜算 t 第蛣涛 X 信靡常 ，即使 省夷郎 

豕 数士沉 ，亦只 4 常 之事。 而师 铅说 趕远渉 ，不 能顷 € 收 

回， 设有一 二疏虞 ，转 泠不噴 ，仍 不如 以守力 战 ，以 逸待 劳， 

fT 无一 失也， 

林 则徐在 此 婉转地 承认 ，尽 管英 闪只有 叫艘 军舰， 清军水 师仍无 

在海 h 取胜的 能力。 丁-是 ，他 采用 「避免 海上舰 船交锋 ，严 防海 

N 的“以 守为战 ”的制 敌方略 d 道 光帝对 此完 全赞同 ，朱批 “所见 

其足 ”.声 
依 据以往 外国商 船和军 舰来华 ffi 动的 情况， 林 则徐所 部署 

的“ 以守为 战”， 上要区 域在珠 江入海 口， 即由# 港和澳 n  % 外 

线， 经伶仃 洋至虎 门及狮 /i 羊 一带。 在当时 的宮方 文书中 ，其你 

谓是“ 中路' 

早在 鸦片战 争之前 ，香 港就是 鸦片屯 私的大 本营， 趸船大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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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于 附近一 带海鉗 。 义作率 英商 英船撒 离澳门 G， 开始 也聚集 
于此 ，后 移 往铜鼓 .:. 林则 徐为抑 制此处 吳人的 活动、 在香 港对痄 

儿龙 十:岛 的它 浦， W 高临 下 地依山 建炮台 阀座 ，以 控 御附近 

海而。 

澳门 时为 葡萄 牙人所 盘踞。 义 律和英 船英舰 也经常 活动干 

此。 林则徐 在 澳门关 W 以 北驻圬 设炮， 监视 其行动 t 并 时常向 f 奥 

门 茼萄牙 j 局施 加政治 戍军項 K 力 = : 

珠 江入海 u 以# 港 、澳 n 为最外 点， 上溯 伶仃洋 内驶约 70 

公里 ，即为 虎门。 此处 河逍收 细， 历来是 清朝 的海防 電点， 广东 

水师 提督亦 驻节 此地， 以示 昭重。 早 在林则 徐督粤 之前， 关天 

培 、卢坤 、邓廷 桢等人 已尽了 极大的 努力， 在此处 建炮台 9 座， f 

时炮 台守军 590 名 ，战 时约 2000 名。 林 则徐曾 7  1839 年观虎 

门洁 军秋操 （即 秋季演 习）， 极为 满意 (■虎 的 a 体情 况详见 
后章） 。 为此 ，他仅 密购两 方铜炮 和精制 铁炮装 备此处 ，没 存采 

取 进一步 的措施 

为预 防 英舰突 破虎 n . 继续 内犯， 林则徐 在虎门 后的狮 _ 了-洋 

- -带 ，集 结清 军师船 ，并雇 募民船 ，浈 备火船 ，准 备在此 处内江 q 
来犯 英舰交 战 ，并巳 进行 r 多次 演习。 

以 上休则 徐的防 御设想 ，是从 1840 年 初开始 萌生， 逐步完 

善并 实施的 。至 1840 年 6 月底， 各 处实施 的结果 是：九 龙新建 

炮台 两座业 已完成 ，安炮 56 门 、附近 山梁共 有守兵 SOU 名； 澳 n 

一 带派驻 圬勇共 1300 麫； 虎门 各炮台 守兵约 2000 名， 配炮 3(KJ 

杂门； 狮 子洋- _带集 结师船 20 艘 、雇 募民船 46 艘 、预 备火船 20 
余艘 ，井 有兵勇 2000 余人， 

林 则徐以 上述几 处为防 御要点 ，有 其通盘 的思考 ，在 奏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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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等查中 路要口 ，以虎 门为最 ，次即 澳门， 义 次即尖 沙 

嘴 （咀） 一带 ，其 余外海 内洋相 通之处 ，虽不 可胜数 ，然 多系 

浅水 暗礁， 只足 以行 內地 之襌 ，该 夷兵 船不能 飞越。 

这 电讲的 虎门， 6 然包括 其后的 狮 -F 洋， 而尖沙 咀即为 九龙。 林 
则徐 认为， 关键在 F 这几处 ，其余 地方只 要添兵 W 防即可 „ 

至于 那些停 止通商 后 仍不 遵令回 阿， 而在虎 nrj 外徘 徊游 

弋的英 船英舰 ，林 则徐采 fii  了” 以奸 治奸， 以毒攻 毒”的 办法， 即 

晚斿平 时接济 外同人 、贩 卖鸦片 的沿海 “渔胥 各户” 为水勇 ，教以 

如何驾 驶和点 放火船 ，每 船领 以一二 兵弁， 预 先设防 ，乘 夜顺风 

放 火焚烧 英船. 并开 出 赏格以 备激励 。⑩ 

尽 管林则 徐对其 制敌方 略信心 十足， 但是， 今 天我们 若从近 

代 战争的 角度迸 行分析 .不 难发观 ，其 中存有 很大的 弊陋。 

从 林则徐 的设想 来看， 其最 重要的 怍战方 法是， 以海 岸坚强 

据点， 即炮台 ，来 对抗 来犯的 英舰英 船 ： 

利用 海岸 坚强据 点抵御 外族海 t_ 入侵 的战法 ，可追 溯至明 

代。 当时 沿海所 筑的卫 、所 等城， 在抗倭 战争中 曾起到 r 不小的 

作用。 然而 ，明 代的 海防卫 、所 ，与 此时 的淸 军炮台 不同。 它 fn 

足小规 模的城 防工事 、大 多与 海尚有 距离。 - s 有紧 ，附近 k 众 

皆入 之凭借 柢御， 以 待大军 救援。 清军 炮台完 全是炮 兵阵地 ，建 

r 濒海 要尼， 直接 与 故方舰 船以炮 火 竞斗。 
由于 虎门炮 台的建 设方案 与林则 徐无涉 ，我 们不妨 肴看由 

他主持 建设的 官涌两 炮台。 

官涌 两炮台 ，一在 尖沙 咀山 麓石脚 ，名“ 惩鹰” ，-在 官浦偏 

南一山 ，名“ 折冲” ，各 安炮 20 佘门。 其规制 形式一 如清 代沿海 
各处 炮台， 只是 比闽浙 各炮台 大些， 比 虎门的 靖远炮 台小些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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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样 式上的 改变， 其缺陷 也完全 相同。 

且 不论 这两座 炮台能 否经受 得住英 舰的猛 烈炮火 t 也不论 

它们 果否惩 膺折冲 ，予 英舰以 毁灭性 的打击 ，因为 后来的 各次战 

斗我将 作具体 分析； 然而 ，它 们最基 本的弱 点是， 无力防 御登陆 

英军 从炮台 侧后方 向发起 的地面 进攻。 

为什 么会这 样呢？ 

我 在第一 章已经 谈到 ，清军 的炮台 本为防 堵海盗 ，无 须虑及 
这些乌 合之众 的地面 进攻， 吏何况 清军的 炮台对 传统样 式的海 

盗 ，还具 冇一定 的防御 能力。 我在此 还须说 明两点 ：一、 鸨片战 

争 是西方 列强第 一次大 规模侵 略中国 ，清军 对其战 术毫不 知悉； 

二 、当时 的人们 ，包括 林则徐 ，对英 军的陆 战能力 作了错 误的判 

断。 

1839 年 9 月 1 日 ，林则 徐在分 析“边 衅”不 会启的 夹片中 

称： “夷兵 除枪炮 之外， 击刺步 徙俱非 所娴， 而腿 足裹缠 ，结 
束严密 ，屈 伸皆 所不便 ，若至 岸上更 无能为 ，是 其强 非不可 

制也。 
■ 

到了  1S40 年 8 月 7 日 ，林 则徐听 到定海 失陷， 曾 献策悬 赏激励 

军民 杀敌 ，较 前更进 了-步 ，竟 说其“ 一仆不 能复起 从这些 
说法中 ，我 们可 以看到 林则徐 等人的 心思。 他 们认为 ，英 军尽管 

“船坚 炮利” ，但毫 无陆战 能力， 因而决 不会舍 舟登岸 ，从陆 t 发 
动 进攻； 即便 有这种 攻南. 也绝非 清军的 对手。 他 们正是 据此而 

未 能对炮 台的陆 路防卫 作有针 对性的 改进。 

林 则徐等 人这种 荒谬的 判断， 令今人 百思不 得其解 。@然 

而， 从更宽 泛的背 景来看 ，反 映出当 时的中 国人对 浮海东 来的西 

方各 S 军苹 技能的 无知。 早在 1793 年， 英使 A 臭 尔尼使 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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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带 兵弁。 英方 曾邀请 清军名 将福康 安观其 操演。 英方 的用意 

当为炫 耀武力 ，而 福康安 却摆出 一副“ 天朝” 大将的 架子， 表疋不 

■W —顾。 如果 我们再 往厉看 ，鸦片 战争的 主要作 战形式 是以炮 
台对 敌舰， 清军采 取这神 战法. 肖然 是受传 统制敌 方略的 影响。 

Iff 清军的 炮台仝 无防备 敌军陆 路进攻 的设备 ，结 果在英 军战舰 

和登 陆部队 的两重 攻缶下 ，- 1  一 失陷。 此 神结局 与英军 不善陆 
战的判 断也不 无关系 。 

林则徐 所倚重 的炮台 是靠不 住的。 

在林 则徐的 设想中 ，第二 神战法 是舰船 交锋。 为此， 他专门 

拟就了 《剿夷 兵勇约 法七章 :)， 详细规 定了具 体的战 术动作 。按 

林 的部署 ，这 种交战 应在内 江进行 。命 

早 在林则 徐使粤 之前， 关 天培刚 刚接 忏广东 水师提 督， 便提 

出 在虎门 路以 师船 10 艘 ，另 配以泅 水 阵式氏 、中水 对械兵 、爬 

桅兵 、能 凫深水 兵共 13() 名， 与闯 过虎 n 主阵 地的敌 舰交战 （详 

见后 章）。 林则徐 至广东 后、 又在 中国传 统的水 战战术 中择出 

“火攻 ”战法 ，即 '多 驾拖船 ，满载 车薪， 备 带火器 ，分 为数队 ，占住 
h 风， 漏夜乘 风纵放 林则 涂所规 定的舰 船交锋 ，是 关天培 

的水师 师船 战法与 传 统的“ 火攻” 战法的 结合和 发展。 

林则 徐的战 木为： 

以战船 12 至 16 只 ，分作 4 队 ，斜 向攻击 敌舰安 炮较少 

的头 、尾； 利 用 其船小 灵便的 特点， 卩5 住上 风近 敌； 若在船 背 ，攻 

其 船择 ，毁 其帆索 ，若 在船尾 、毁 K 舵与〗 I? 舱 。 

二、 在接敌 过程中 ，如 炮力 所及 ，即先 开炮， S4 枪可及 ，兼 

ffl 鸟枪， 再近可 拋火罐 ，施 喷筒。 火罐 应在 船桅 {:抛 出 ，喷 筒应 

船首 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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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当清 军战船 完全靠 近时， 兵勇 须跳上 敌舰， 用刀砍 杀“夷 

人” ，并 砍断敌 舰上的 舵车及 各帆缆 绳索， 使之完 全丧失 行动能 
力。 

四 

、
 
雇
瓜
 皮小艇 30 只 ，上 装干草 、松明 、_ 油麻片 ，配 以十分 

之  '  :的 火药。 小艇 的首尾 ，用 5 尺 长的铁 链连接 ，其 一头拴 
七 、八寸 长的大 铁钉。 交战时 ，水 手肀身 在水， 划桨 而行以 近敌。 

接敌后 用大铁 钉将小 艇钉在 敌舰舰 体上， 然 后纵火 燃烧。 

此 种战法 ，被 称为“ 攻首尾 跃中舱 ”之法 
为 r 训练清 军士兵 掌握这 种战术 ，林 则徐购 买了英 商船甘 

米力 治号， 改 为安炮 34 门的 军舰， 作为 模型。 让清军 进行训 

林则 徐设计 的这种 战法， 可谓 是书生 议兵的 典型， 他 没有航 

海 经验， 没有 近代舰 船作战 知识， 全凭 着感性 认识的 推论， 在头 

脑或 纸面上 演绎， 并 未虑及 在交战 中实际 操 作的可 能性。 

在奴 方舰炮 威力迥 殊的情 况下， 淸军 战船在 近敌过 程中必 

然遭到 极大的 损失； 航 速和操 作灵便 性并不 占优势 的清军 战船， 

很 难进入 专对敌 舰首尾 的斜向 夹角； 即便 进入此 种夹角 t 敌方舰 

船稍 稍摆舵 或改变 帆面， 方向 顿变， 而清军 战船欲 重新进 入斜向 

夾角， 须做 扇面 运动， 动作 极大； 且+ 论清军 战船在 性能 上能否 

跟 h 此种扇 面运动 ，若不 引起叭 形阵法 大乱， 已属 幸事, ； 

英 舰因远 涉重洋 之需， 又与 西方各 H 交战 之要 ，舰体 十分坚 

固 ，不 少舰船 外包金 B 材料。 鸦片战 争中， 清军的 火炮对 之亦难 

获大效 ，而 林则 徐提到 的鸟枪 、火罐 、喷 筒之. 类的吳 器， 更难得 

力 .. 尤其 是在船 桅上用 手向英 舰拋扔 撚烧着 的火罐 ，在 实战中 

似无 可 能 办到。  • 

由于双 方的舰 船人 小迥异 ，高低 立现， 即便清 军战船 费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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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靠 上敌舰 ，兵勇 也难以 跳跃。 水面相 交两船 箄近时 间很短 ，不 

比陆 地爬越 高障。 兵勇登 上敌舰 tr 用 W 砍负 诸法， 显然 脱胎于 

前引林 则徐奏 折中“ 击刺步 伐倶非 所缺 广 的 判断。 
至于 用大铁 钉将火 船钉在 敌舰上 ，然 G 放 火焚烧 ，想 像的成 

分很大 ，实战 中似无 可行性 可言， 不 必再作 分析。 

综上 所述， 我以为 ，林 则徐的 这种围 h 作业， 设 计得越 周密， 

距实战 越远。 这是书 生议兵 最容鉍 犯的错 误。 

在林 则徐的 设想中 ，利用 民众进 行袭扰 ，是 对上 述两 种战法 

的 补充。 

广东沿 海的渔 罝人家 ，多 有贩 运鸦片 、接 济英 人淡水 食物等 

情事。 林则 徐在断 绝通商 之后， 为使虎 I』 口外泊 留的英 船苋舰 

早 hf 回 帆放洋 .采取 了断绝 供应的 办法， 许未 奏效。 他的 “以毒 

攻毒” 之法， 即雇募 渔豈人 家火烧 英船， 正是在 此背景 下萌生 。 

这种 攻击没 有获得 预期的 效果， 1840 年 2 月至 6 月五 次行动 

后， 英 国的舰 船并未 因这些 行动而 扯帆西 去。 

除雇募 渔蛋人 家在虎 门口外 实施火 攻外， 林则 徐在内 江和 

陆 地亦有 募勇和 团练等 情事。 

我在 第-章 中曾谈 到清军 的束伍 成法， 正足 这种落 后的军 

制使 清军极 为分散 ， 临时 总有兵 力不敷 之感。 林则 徐募勇 ，正是 

为了弥 补清军 兵力的 不足， 以勇配 合清军 作战。 另在英 人容易 

登 岸滋事 的地方 ，林 则徐没 有足够 的兵力 派驻， 便组织 地方团 

练， 允 许开枪 动刀， 各保 身家。 

从林 则徐 的奏折 和公牍 来看， 他的困 难并+ 是利用 民众进 

行袭 扰是否 TH 当， 是否会 引起意 外后果 ，而 是由此 产生的 财政问 

题。 雇 勇须官 府出资 ，这 就限制 r 雇募的 规模。 团练虽 不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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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但需 有赏格 激励。 清 廷小可 能为此 而动拨 银两， 行商 们的资 

金似暂 时地帮 他解决 r 这 - 问题。 

有论 者将林 则徐利 用民众 的种冲 做法， 与后 来的人 民战争 

相 比拟。 我以为 ，这 是不恰 当的。 

无论是 雇勇还 是团练 ，都 菇清朝 的传统 方法， 并非是 林则徐 

的 自创。 民被雇 为勇后 ，即 是清 军的临 时成员 、临 时部队 ，是清 

军外 延的 放大。 H 练由乡 绅进行 组织， 不离 家上， 活动 范围有 

限。 除林则 徐外， 在 鸦片战 争中， 沿 海抒锊 大史无 不实行 此策。 

至 尸 “准人 人持刀 痛杀” ，⑩在 缺乏 定 的组织 实施下 ，很 容易流 
为效 能有限 的恐怖 活动。 这些与 人民战 争之间 的区别 ，是 极其 

明¥ .的。 

从另 一角度 來看， 出资雇 募社会 上最不 可靠的 1 群 （渔 胥人 

家）， 转为官 府的倚 重所在 ，更 是广东 历米的 做法。 嘉庆 年间的 

民间 小说 《蜃楼 志》， 曾提 到广东 水师不 足恃， 海匪 成灾， 两广总 

督暮匪 为男 ，以 匪诒匪 ，虽 未必能 弭盗， 而民之 为盗？ 却少了 

汴多 ，庶乎 正本清 源之一 货”。 小说 家的话 ，并不 是此类 方法何 
时行 P 广东 的考据 材料， 但小 说家对 此方法 如此知 详， 却 说明了 

它 并 非是官 场诡密 之道， 而在 民间已 深入 人心。 
h 

实际上 ，雇 勇也罢 ，团 练也罢 .“准 入人持 刀痛杀 ”也罢 ，最重 
S 的是它 们在艾 战中的 效果； 从鸦 片战争 和后来 的第二 次鸦片 

战 争的史 实来看 ，它 们虽不 能说毫 无效果 ，却绝 非取胜 之道。 

民 众的游 击战争 需要组 织上和 战术上 的指导 ，方可 有效； 民 

众的游 a? 战争需 要在地 理形势 上占利 ，方可 实施； 民众的 游击战 

争 需要觉 悟和牺 牲精神 ，方 可支持 下去。 这一切 都是当 时所不 
具 备的。 其中 的要害 ，是当 时的官 、民 对立， 不能 想像用 武力镇 

m 时支撑 的政权 ，能 够如此 密切地 与民众 合作。 林则徐 为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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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不论他 的动机 和操作 有何 拈术， 莫能 K 身度 外。 

由此 ，并非 由林则 徐独创 的利用 R 众诸法 ，也是 不足恃 的、. 

以上我 对林则 徐制敌 方略 的枇判 ，是 基于后 来发生 的大规 

模的 战争这 一事实 ，认为 其不能 取胜； 而据林 则徐等 人的判 断， 

义 律只会 私邀少 数军舰 窜犯， 若此 那一切  < 当别作 它论。 至于 

林 则徐的 制敌方 略能否 应付 林则徐 所估计 的敌情 ，就历 史的发 

展而言 ，这 种讨 论失 去了针 对性。 如 果仅仅 从事实 出发， 穿鼻之 

战后至 1840 年 6 月下句 之前， 英舰一 直 处于 被动状 态， 没有对 

淸 军采取 行动。 若此 将之称 作林则 徐制敌 方略的 成功， 似乎也 

非 大错。 

1840 年 3 月 24 日， 英舰都 号驶到 ，虎 「』 口 外的英 S 战 

舰增车 3 艘。 fi 月 9  H， 英舰 鳄鱼号 （Alligator) 驶到。 6^16 

0 ， 东 印度公 詞 的武 装轮船 马答加 斯加弓 - ( Madaga^ar) 驶到。 

所有这 一切 ，都在 林则徐 的意料 之中。 

但是， 没 过儿天 ，局 势急转 直下， 完 全出乎 林则徐 的意料 r 。 

1S40 年 6 月 21 日， 出 任英国 远征军 海军司 令的英 驻东印 

度海 军司令 伯麦， 率由卬 度开来 的舰队 驶到。 6 月 28 日 ，英国 
■ 

远 征军总 司令兼 全权代 表懿律 （Oorge  EUioV) 率 由南非 等处开 

来 的舰队 驶到。 不久后 ，英国 侵华军 全部到 齐(， 

此时 ，在 华英 军兵力 远远超 出了林 则徐的 佔计和 想像。 其 

中 ，軒海 军战舰 16 艘：  - 

麦尔威 Mg(MeMlk) 
(祺 舰） 

炮 74 「 ] 威掙士 厘矸 炮 74 门 

伯二 汉号 （ BJenheim) 炮 74 门； 都 鲁*# 号 

炮 44  f  J 

布朗 底号 （印 oride) 
炮 44 「] 

康威  ̂   (Conway) 炮 2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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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莴 疑号 炮 28 门 鰐鱼号 

炮 28 门 

炮 20 门 海 N 新号 炮 20 门 

摩底  1._底  y_(Modeste) 
炮 2() 门 

宁 罗得  y  (Nimrcxl) 
炮 20 门 

v"(Pyl ades) 炮 2( 丨门 
巡洋  {  Ouisicr) 

炮 18 门 

哥沦 幷恩号 （ mmHnc) 
炮  i8-rj 

P 町尔 改林 ?  (AlKr[nc)  ! 

炮 10  n 

东印度 公司派 出的武 装轮船 4 艘: 

皇 ■^号 （Queen) 马答 加斯 加 3 

阿持 \ 特号  （Ahhnla) 进取兮 （ Enterprise) 

另 有英国 海军运 兵船响 尾蛇号 （Rmtlesnake) 和 雇用的 运输船 27 

艘= 英 0 陆 军共有 3 个 闭： 

•1 

爱尔 兰皇家 陆军第 18 团 

苏格兰 步兵第 26 团 

步兵第 49  m 

另行 盂加拉 志愿兵 等部。 地面 部队共 400d 人。 合 之海军 ，英军 

总兵 力共 约六七 千人。 ® 

相对中 国的人 u 和清 军的 兵力， 英 S 远征军 的规模 并不惊 

)'、' 衍足， 若从西 方殖民 史来肴 ，这是 ，支 颇具 武力的 军队。 

史出 乎林 则徐意 料之外 的是， 这支 强大的 军队， 并没 有立即 

向虎 门或广 东其它 地区发 动进攻 ，而 只采取 了相当 软弱的 对策。 

1840 年 6 月 22 日 ，英® 远征军 海军司 令伯麦 ，在其 到达的 

第二天 ，待所 率军队 到齐后 ，仅 发布了  一项从 6 月 28  H 起封锁 

珠江口 的告示 ，便 于当日 晚 上起， 领 兵次第 启程， 北 上进攻 舟山。 

6 月 30 日 ，英 M 远征 军总司 令兼全 权代表 懿律， 在其到 达后的 

第 3 天， 亦和全 权代在 义律一 起率军 北上， 与伯麦 汇合。 此后， 
广东沿 海的英 军亦有 陆续北 上者。 虎 n 口外 仅留 下英舰 4 艘和 

武 装轮船 1 艘， 执行封 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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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军的这 一行动 ，自 是执行 外相巴 麦尊的 训令。 1840 年 2 

月 20 日 ，巴 麦尊致 海军部 的公函 中称， 在广东 “不 必进行 任何陆 

上 的军事 行动” ，“有 效的打 缶 应当打 到接近 首都的 地方去 ％® 
同臼 ，巴 麦尊给 懿律和 义律的 训令中 t 提到 了他和 海军大 臣各颁 

给伯麦 的训令 ，其 中规定 怍战方 案为“ 在珠江 建立封 锁”、 “占领 

舟山 群岛， 并封锁 该岛对 面的海 n, 以及扬 +江 口 和黄河 口”。 啦 
伯 麦和懿 律对此 是完全 照办。 

林则 徐并不 知道英 军的作 战力案 ，他 见到的 仅是伯 麦封锁 

珠江口 的命令 和义律 于 6 月 25 日、 26  0 的两次 文告。 按照清 

朝的官 场用语 ，这 些文件 的态度 筧不上 强硬。 于是， 他误 认为， 

他的制 敌方略 成功了 ，英军 之所以 不敢轻 举妄动 ，正 甚见 其有 

备， 无隙 可乘， 知难 fTa 返。 他务: 奏折中 、咨会 中、 谕令中 、书 信中， 

都明 白表露 英军不 敢遽行 骚扰， 在 T 广 东防备 严密。 _ 肟来， 他 

听 到定海 失陷的 消息， 更 是指责 浙江方 面未能 如广东 那样， 

准备， 他害怕 有人以 定海的 失陷来 攻击他 ，在给 友人的 信中写 

道 ，“又 岂粤省 所能代 防耶？ 
林则徐 的这种 说法， 只是 主观的 臆断， 后 来的事 实证明 ，英 

军有 着制胜 的武力 ，绝非 '害怕 林 的武备 但是 ，林 则徐的 说法， 

显 然有着 很大的 影响力 ，尤其 是对于 那些不 相信“ 夭朝” 武功居 

然不敌 “岛夷 ”之技 的人们 ，更是 如此。 
1841 年 1 月 ，新 任闽浙 总督颜 伯焘和 新任浙 江巡 抚刘韵 

珂 ，不 顾天怒 ，要 求启用 获罪革 职的林 则徐， 理由之 一是“ 该夷所 

畏忌” 1841 年 5 月 ，广东 民众在 〈尽忠 报同全 粤义民 渝英夷 

檄 >中>  振振 有词地 冋道： “汝已 称厉害 ，何 以不敢 在林公 任内攻 

打广东 ？”@鸦 片战争 之后产 生的三 部史著 〈道 光洋 艘征抚 记）、 
《夷氛 《记> 、《屮 西纪 事》， 皆谓林 则餘在 广东防 备严密 ，英 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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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 可乘， 遂北犯 定海。 他 们把后 来广东 战事的 失败， 归结 于林则 

徐的 去职； 他们 将各地 战事的 受挫， 归结 于当 地没有 林则徐 。尽 

管林则 徐的制 敌方略 当时未 经实战 ，佝他 们已在 心目中 认定林 

必胜 无疑。 

处在 失畋中 的人们 ，找不 到胜利 的迹象 ，最容 易产生 某种希 

望。 林 则徐就 是这种 希望。 而且 t 局势 越危急 ，战争 越失利 ，这 

种希 望之火 就越放 光芒。 

由此， 一个神 话诞生 了。 

一个林 则徐不 可战胜 的神话 ，占 据了当 时许多 人的心 ，并流 
传 至今。 

注释 

① ⑮ ®  (林则 徐集) ■日 第： U6 页、 93 页、 347 页。 

②

 

 
“ 遇事敢 

系道 光帝对 黄爵滋 的评价 ，故在 ns 宵的 迁转中 ，仍 ■ 

把 他放在 
有上奏 

权的 鸿胪寺 
卿这个 

位 置上， 
以 “风励 

言官'  
“广开 

忠凍之 
路'  

见 {W 史列传 
X 第 】1 册 ，第 3257 页。 

@©©©©©@©©®®@®©@®©®®©  (鸦 片战 ’Jf5 ■档案 史 

枓） ，第  1  册 ，第 254— 258 , 394 . 256 , 324 , 327—328 , 364 , 223 , 226 . 342  , 

379  ,353.380  ,424  ,230  ,242 , 572  ,641 ,626  .722  ,5 i  1  .543,703 , 681 ,742 页。 

mi) (芮 爵滋奏 疏许乃 济奏议 合刊 >， 屮 华书局 1959 年 ，第 48、 

102 — 106 页。 

©  1S38 年 HJ 月 28  口 ，道光 帝在将 其收 到的 各将军 督杬议 复的奏 

折 夂人 学 _ 匕军机 人臣等 议奋只 的第 5 入 ， 耷 市 两年 的主张 弛禁的 许乃济 

味淺诘 ，殊 厲纰缪 '降 A 品顷戤 休致。 此时 荇有大 臣敢主 张弛禁 ，那 

足很危 险的。 

⑦ 以卜一 _ :小 庐 的分析 ，我 受益 j， _H 立 诚先屮 的 论文入 鸦片战 争前— 
禁烟 决策 if 析 >,< 泣州 大兮亇 报 >19如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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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 鸦』 V 战肀档 案史料 > ，第 1 册*第388 迈、 而军 机大臣 等的汶 g, 

迟乍 1839 年 6 月 12  U 木进 这份 ft] 道光帝 )]  15 日 批准的 长达两 

万 余字的 新法律 ，规 定谷： •年半 后，即 1841 屮初 ，对 术-戒 吸烟 的瘾 君子将 

采 m 死刑， 但由 r 战卞 的边行 ，这 -法律 根本没 冇吹 :行 ，同 样> 也 没有立 

布 废除。 据称 ，决 定对 瘾石 r 采 取死刑 ，道 光帝还 施加 广 压力: ■ 

⑩ 芮爵澉 a 上奋 )5, 擢升 持快 ，而且 始终有 打 .接 卜_ 奏权  1： m 

迮， 是随 同祁妬 藻， 起因 足御史 杜彦 士奏 福建走 私鸦片 猖獗， 水师 官圬杏 

冇总 思的 m, 在 卜. 偷屮 ，乾的 使命 在爪诃 上与林 则徐相 hur 存 

办 事件” （叱 （折 实录》 第 37 册 ，第 1181 订）。 

⑭  SU 鸦 片战争 朽案 史料) ■，第 1 册。 其屮 黑龙江 、吉林 ，盛 M、 山以 

为户 部咨会 ，其余 为刑部 咨会， 清政府 如此 作， 菇囚 A 将之卡 怍财 政问题 

银 外流） 或司 法问题 （吸 烟占诛 ）， 若1 是外交 卩|]题， ， 巾礼部 来涔会 wv 

准备 汗战， 丐由 h 部 W 会 I 

⑯ 可多 见<  林则 徐依) ■Hid， 第 ill 奸； 《东华 续录》 道圯丨 •，第 3 

《林 则徐集 > 奏椅 h, 第 11、]2、24 页等。 特别] | 人 fh  A 的是 .道光 帝对林 

则 徐的私 氓也 扣 义照。 1827 十， 林 厂母忧 结束后 进京 ， 仟为陝 丙按察 使， 

阁离 家乡远 ，迎 养父龙 不使 t 对时 时有难 :色. 道 光帝说 .“ 朕知汝 nrm 

熟悉， 但此 时西 打有裒 （指 平定 张格尔 X 且 先上 ，果 然不久 ，道光 帝改丁 I- 

其为 a 宁布 政使， 以便迎 荞父尊 （林 则徐： 《圯父 行状 >  )， 道_尤 帝 弓林 则徐 

的 关系于 此可见 

©  (林 则徐集 >  奏橘 hs 第 25 贫 ，第 29 页 y 

©©©©©㉚㉟㉘⑱砸㉚㉚㉘㉘⑬⑬ ■(林 屻 餘集) ■泰榀 屮 ，第 <>15. 

641 、 648—650、 (^76—678 . 825, 712 、 641 、 825, 844— 860.  648  —  65() 、 838 、 

762— 763, 676, W61  ,650  fr  , 

0  ■(中 図丛报 ）， 第 7 卷， 第 174 至 〖75 以。 英舰 为威 庳士叶 号 （炮 

74  r 丨） 和阿尔 弁林兮 （炮 10  n>^  ffnH'iwy^' jr-广 尔木久 的英* 拉恩 y  (炮 

加门）后 又驶 到：：  r 

㉛  1 8 如年初 ，邓 廷浈 接忏 两广 总督/ 他 4 鸦片 止私的 关系 T 人们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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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莜然 不 Ini 的评价 ■:  4 时的外 商都指 贵他接 噯“规赀”  (fV\- 贿赂） ，问时 

义抱 怨巾 j: 他 的到来 f 电朽彳 走私交 W 史汕 凼难。 从 1 卩 实众面 芩 祭也 进如 

此- 么他 任聣 期问 T 鸦片人 n 餃从 2 厅箱 增个 3.5 勿筘， 时他 义确亨 采哨 

过许多 访 炯措施 U 这肚 如的问 题免 从杂的 ，牟涉 到 邓廷桢 以外 的许多 M 

h 我以 w， 邓电 多地枓 心 欠 人气质 （本 来就 妃一 r 音韵学 家和 诗人） ，很 

4 能对 此仆 没有沱 费太 名的 精勿。 问足 屮底节 1837 年初， 邓廷桢 

作 r/K 术取 的帑烟 fff 施影 响了鸦 j1 『的 销路 .. 为此， 义律在 〖837 年 2 月 2 

H 致函奂 I 句外 柑巴友 馋： “石 束 •这危 机吋刻 +时 派逍 战舰* 这 41 短哲逗 

问 ，公侦 政府放 宽杓冲 贸姑 ，成是 加速介 法化/ •义 律还 同时 W 英驻印 

度总枵 利英 驻汆 印度拇 军 m 令发出 rw 洋的沾 求、 同年 9刀 3  u, 巴女作 

将女 〗_:炎于£-围平舰应保护在肀商人的指示转给海军欠中:。 占 此 4 见， 

4 他 仑的使 命虽匀 故爵滋 與 折 汜涉， 似 勺 饴烟 有着 K 接的 文系 （卷 阅张鴒 

保：< 林软龙 4捫；;_战 争》 屮# 本， 福建人 R 出版 杜 1妨9 年 ，第 101 免 1(>2 
『;0 」 

■@  「1 律劳申 .死 德敁时 ， 罗宽 生） 继 汀: 对 ¥ 尚务第 -监 +f, 他 

们+ 愿以低 K 的姿 态 -V 广州 光局 打交逍 ，而 广州 i 局亦装 #  + 知迫 他们 

的 作 存:。 他们只 能在澳 n 、 m; 十泊 存: 海面上 的船卜 执行 所谓的 公务 。义 

作的 茚帖 见佐佐 木 iH 战： ■(鸦 片战， 前屮英 夂渉文 , 严鹵 堂书店 ， 1 9(57, 

h\  ijl »  ̂  86  , 

⑮ ©©㉙®®®®  佐佐木 ih 战：  < 鸦）」 ! 战 争前中 览交 涉文书 >， 兕 

R7— R8 ,133.148,14^,150.1 79,243—244 、246 — 247 页 r, 

© 按照 q 吋沾 政府的 规定 ，大 班的文 h 浈敞封 交给行 商， 山 m 紐检 

☆:迠 卩纟 冇悖逆 7 样; Tr， 珥转女 池方货 +逐 级上呈 至两广 总督。 1&T7 年 4 

>j  , 义律 利坩 17 名中 ㈤水 戶在海 h 遇难后 被英人 搭救的 机会， 直 接发禀 

帖给 两广总 督 ，被驳 M ,  A? 作辩 说 ， 允 i ■午 义律将 误 帖封 u  G 转 交行商 .再足 

广朱 m 义按照 ， 时沾 政府的 规 )1： , 大班在 贸 y w 彳间 驻广州 商 馆 . 贸 w 

结屯 澳 f 】，m: 广州 领辑 先中请 红牌。 ]837 年 5 月， 义 律抓仆 :广州 S 

埔乾 K 彳水 fi 闹 事的机 * T  i 叩前往 处评 ，并 叫广 州匀 坷提出 随时冇 萆 nf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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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的要求 邓廷 桢同意 r 他的 耍求， “ 准令随 时遇事 ，驾 坐舢板 ，不必 请 

牌” ，窜后 办理手 续& 见< 鸦片 战争前 中英交 涉文书 > ，笫 97 辛 105 豇。 

®  系 2S  H 英船孟 久: 号由* 门驶 向广州 ，广东 水师打 旗要氺 

停船 检奄， 该船不 予理睬 I 后海 岸炮 台开炮 ，该 船被迫 停下， 水师官 兵上船 

查尚马 他仑及 « 家人足 否在船 上^ 该船 航至虎 n 炮台 时， 又被阿 次检杳 

一次。 很址然 ，广 东与 局不明 马他仑 的情况 ，宵怕 他混人 广州。 而 a 他仑 

后束 对海平 部汇报 时称， 容忍 此事， 只会助 长这类 挑衅性 行为的 再次发 

生 ，因 而决定 进逼虎 n。 

©  此 事的经 〖羊见 《中 ㈤从报 >第 7 卷 ，第 232 页。 该刊 还称： 

虎 n  带 加强 了军事 戒谷； 二 、李贤 、卢大 钺齊商 带羞愧 地参观 r 英舰； 

三 、关 天培与 马他仑 交换了 名片； 四 、也是 最冇竞 思的  >  当英舰 离开时 ，淸 

军穿每 （沙 角） 炮台 和英平 威席士 m 号各放 了二响 礼炮， “整 个事件 在极为 

礼貌和 1 卩 常友烀 的情况 下结束 的”。 

©  《中国 丛报乂 第 9 苍， 第 33fi 页 c 

㉞ 邓奏 在开头 _ 由中提 到“稽 查商务 '后 工 文 中仅称 ，英 方告澳 [J 

II 知 "称系 来稽 査贸易 事务'  他认为 t  “该向 既有领 负在粤 经赀贸 易， 何 

以该夷 目巧哋 呛复 来查办 ， 情殊迪 测” ，表示 不相 倍 这种 说法 d 对十 苄贤、 

卢大 钺去英 舰签立 亨据 ，谎 fir ‘恐 传语 错误'  而派去 对乌他 仑“严 切幵谕 . 

晓以 利害'  见 <利片 战争 档絮 史料 >第 1 册 ，第 329 个 :  33] 

㉛ 戴莲芬 ：（ 鹂 砭轩质 ■(鸦 片战肀  >第 1 册 ，第 314 页。 

㉝ 《尭 h 珍全集 X 上海人 K 出 版社， 1975 年 ，第 169 至 171 页。 

⑩ 有论 者据龚 文中有 坫林则 徐“肯 以重兵 自随' “火 器亦讲 f 等 m 

语 ，推论 龚劝林 作好反 e 略战 争的 准备。 这 足一种 误解： 由 p 龚不 叫林 

的 禁 烟办法 ，以 为林 将以文 以 孤身 入澳门 ，必 会遒到 不逞“ 夷 ”人和 奸 R 的 

<j 难 、攻* ，故 有此清 ，绝非 为反侵 略战？ ̂  责 * 陔 文“旁 义”第 ： 项中提 

出， 限期让 广州外 国人全 部离开 去澳门 ，只 留下“ 夷馆 ”一所 ， 为来 船夂易 

吋哲住 （林 也存此 意， k 札称， d 陈请于 道光帝 ，未获 同意. 不敢 痄请 厂）， 

此即前 i 黄文中 "此职 之”的 葸思。 此外， 龚提出 的用 圬行动 ，还包 栝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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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逞夷 人及奸 K”，H: 典刑” 和“守 海口， 防 我境” （禁 ih 外 国人随 意进入 

内港 h 在光时 的清朝 体制下 ，这 些行 动都须 使用 军队。 

m  〈林则 徐书简 >增订 本 ，第 45 迈。 "决 定义” 是龚文 所用的 恸。 
⑫ ⑱㉚#  《林则 徐节简 >  增订木 ，第 150、49、63、U15、15U 

165,192,99  t；Xfr 

©  据 （林 则徐集 >RE， 第 315 至 316 页。 刻是当 时的记 时单位 ，约 

合今 W 分 24 秒。 

© 这些文 件包拈 < 禁炳章 程十条 >、< 晓 谕粤省 士商军 民人等 速戍鸦 

片告 y>、C 奄禁营 兵吸食 鸦片条 规> 、（编 杏保甲 告示条 款〉、 <札各 学教官 

严査 生员有 无吸烟 >X 批设局 收缴鸦 片章稈 >等 ，见 （林则 徐集〉 公牍 ，第 51 

至 56 页 ，第 62 豇； < 林刚 徐奏槁 * 公牍 ■日记 补编 >, 屮 山大学 出版社 1985 

计:， 第 23 至 25 页。 

© 据邓 廷桢奏 ，《鸹 片战争 杓案史 料>第 1 册 ，第 522 至 524 页 ，笫 

624 至 625 页。 

©  PtU 林则徐 集> 黃摘中 ，第 654 第仍】 W， 第 737 至 738 页， 第 

788 页，第854页；<柙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 册 ，第 6 邱 

©  {林则 徐集） 奏稿中 ，第 654 页。 自 1837 年 #¥_  1839 年 1 月 11 

H  . 邓廷 桢共杳 获鸦片 26 力两 （见 《鸦 片战争 K 案史料 >第 1 册 ，第 449 

页）。 林则徐 到广东 邓廷桢 €加 强了丧 禁工作 ，仅 道光 十九年 二月， 

1 839  n-  3 月 15  H 至 4 月 12  口 ， 邓廷桢 查获的 鸦片达 78S73 两 （见 < 鸦片战 

争挡案  >上料>第 1 册，第 523 豇）。 由此可 见， 林则徐 的作用 也是很 大的。 

冇 论者将 邓査获 的鸦片 也算作 林的功 绩， 是不了 解邓的 工 作所误 致。 

© 据李伯 祥等： 《关于 十九世 纪二 卜年代 鸦片进 [T 和白银 外流数 

量  >,<  历屮研 究）] 牝 0 年 ，第 5 期。 一箱等 P  100 斤 或 120 斤。 

仙  3 时的 鸦片商 人都先 将鸦片 卸到广 琅虎门 LT 外的 趸船上 ，然后 

取 保报关 入口。 也有 个别商 人直接 将鸦片 带入广 州者。 当时 的伶仃 泮、 

香港岛 、大 屿山岛 带 ，成 为趸船 活动的 区域。 

{林 则徐集 > 公牍 ， 第 56— 60,59— 60.67— 7K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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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9, 127,63  lif, 

邱 义律 于:？ 月 2：?  h 由澳 n 赶往 广州 ，途经 芮埔时 ，矜 受到 清年: 的筲 

■IV、 他抵达 P 立 即要 求邓延 桢允 许电困 商人离 阡广州 ，被 炬 绝 。时 S 察 

帖 内 "使两 国彼 此平 犮”一 语， 遗到 了林则 徐的严 沉 驳 斥：“ 如两 国二字 ，不 

知 M 解 ， 我夂朝 # 服八 邦 ，大 t 帝如 大之 f  : …… 想是 啤咭！ 1利 T 咪 哨 吨合称 

mm, 而 文意咮 属不叨 -”（忤代 木 ± 哉 ：（ 杓片 战争前 中! 交渉文 h 入第 
175  H  176  t)() 

3 许球的 奏祈见 <KK 尺学学 报>，1978 年第 1 期>  许 指剛的 九人, 

# 照 英力 -文献 ，分别 足喳啪 （ W  J  wireline : K 啤尔卩 1： ( 又你 岍咄叶 J,  lanes) 

她 （ T。 Danl  ) , 晚咐啼 （ Fmmjce  ) 、 ^  " 晋 帕 （ u 骂咕啼  Merw^mjee)  ,  ftfj  I^J  n-^ 

(Dficlahhoy)' 噶喑 （Goi^m) 、吃 哎 （Whileman)  'IBP 阜 （Turner)。 K- 中 噶唔是 

茇闷人 t 吡唞喵 喑响、 埘 咐喷 是处 W 印 ® 商 人， K 兔 足访围 人。 

& 这- -命令 未见中 义本， 英文本 见英 H 议会 文件 《关 于 屮 WlWMtR 

1  840 年》 （Brilish  P^trlirimciHary  Papers:  _」 〔’orrdponderu't  resiling  lt>  China”） 

第 182 今 ： 183 吖。 

&  《鸦 片战予 案史 料》， 第 1 册 ，第 217 罕 218 页 ，第 465 至 466 

K ，邓 奏中称 ，啤啃 啮 丧 尤此人 ，实系 错误， K； 人为 英属印 度商人 

IVTerwanjees  * 

@  参 吣 佐佐氺 止哉 ：<鸦 片战争 前中英 殳涉文 R), 第 113 辛: 1 彳 4 页， 

第 lt6  t 第 120  125 页 ，第 127 至 129 负， 第 131 至 132 贡； 《鸦片 战予 

0 案史料 > ，第 1 册 ，第 239 尘 241 丸、 

CB  1838年12/]3  口 ，沿 年在 商馆 前的船 I: 在出 两箝 旳片 ，搬运 工 

说明 是 送给処 ㈤商人 因义士  (J  .  的： 广表当 G 立即下 令 断绝通 商、 

闪义 士和涉 嫌此 案的美 国船必 须在二 :天内 离墒。 12 月 】6hL 因义 士太澳 

门行 ，通商 F  1幻9 年 1 月 1  fl 恢 S。 由 此可见 淸朝 此时对 鸦片商 处罚之 

轻和对 断绝通 商尹段 运用之 耔 率。 而这 位因 义士 ，就是 许 球在奏 折中提 

到 的辉啤 吐， 根据 邓廷桢 的命今 ，他 应在 1S37 年 2 月就被 驱遂， 而此次 i 

澳 『] 后 ，至 林则徐 ^ 姻吋 ，仍 仵谢 M 还未回 闺。 另外， 因义 L •还极 为霸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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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33 屮 4 月 闽 佔 所外砍 木义的 卢 音骚扰 ，他 叫行 尚屮诉 ，粤海 X 监 矜为此 

禁 十. 这沖骚 扰：： m 鹄今在 儿人 内灰生 效， 他便 忤监 忖衙 「] 丹 诉， 被 人砍伤 

胳膊 -、 」__ 泌， 他贤 氺行商 在 I 丨落 前逮捕 罪犯 M 治犯， ^ 则蚊 火焚烧 粵海 

， 晚 八 a， 他见來 达到 u 的 ，便 以火萷 利烟花 点燃 r 粤海 A  第 ―― 

人％ 龙 , I?  w 义士 的妁 f- 被窣我 . 媸枷 ■^众 

⑲ 1839 年 5 』j  1  u, 林则 徐卉 •佶屮 弥，“ 来教 乂以杏 办朽 h  , 关说 

+免 抒绌 ，此一 订 沁纪以 吋奋， Li 龙 W 旰鉴 哎， （< 林则徐 f5 简) ■増 ir 本 ，笫 

50  WH 此 ZIM， 林勻萑 n 珍的 fHY 夂往屮 也谈 及此事 （<角 C.I 珍令圯 ：)， 弟 

16V  172 丸）。 

㉛林则 徐在 释放他 们之前 曾请行 ，得到 r 道 光帝的 批准 、否则 ，按 

照沾 朝的 则例 ，林应 1 为 N  Li 释 放贩烟 犯 的打为 I ❿ 2 到严敁 处 EL 

© 林刚徐 将义邙 々 入 商馆 ，足 3 时沾 政府 和林本 人并没 打近 代外 

交观念 ，将 It 仍石作 是“大 班'  而义律 从澳门 上广 州， 事儿 未珩扛 牌， 途 

纯黄 埔时 ，遇 沾军 ma ， 仍小 r 珣睬； 兵: 封锁 商 馆期间 ，从 木卢明 n  m  ̂  

㈤ 宵只 时要氺 秤玟。 

© 作 封锁 商馆期 …) t  ff  - 笼围 商人 利荷 ^领节 申诉米 尤鸨 片要求 

准 其通 商， 片准 离幵商 馆； 林以 '‘  •血 之碎” 、“ 致悚防 范” 为巾而 拒绝。 

@  张锯 保： ■(林 饮及 V 鸦片战  >) 屮咋本 ，福 建人民 出版 n  iy89 年， 

n  ；t： , 该节在 许多 方而对 我帮助 很人。 

秘  t:- 铁炭；  < 屮外 IH 约寧汇 编）， 二联 朽店 1959 年版 ，笫 2 册，第 444 

至 448 页. 

m  在此 之前. 义 渖 的禀 帖都足 致两 广总督 邓廷桢 的， 见佐 佐木止 

战： 烀战争 前中英 交涉文 朽) ■，第 174 节 177 豇。 

㉛ 严 中屮： （货围 鸦片贩 f 策划 柯片战 争的幕 后活动 》， （近 代士资 

料>  1958 年第 4 期 ，笫 1 7 至 18 页,. 该件 收 人姖囷 ( 义* 义件 ， fH 内容作 广 

删 丁八 圯 《关 于中国 的速讯 1840 年> ，第 384 页、』 

fm  <*于屮 闺的通 讯 〗料0 苹 >， 第 355— 42LK427— 432 见％ 
©  虬严 中肀 鸦片贩 f 策划鸦 ）； 战 争的幕 G 活动》 （《近 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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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外年第 4 期） 乂英阿 资产 阶级纺 织利. 益集闭 与两次 鸦片战 ，士 

料 ）（<经济 研* >，1955 年第 1、2 期）。 严汜 t 的这 两篇出 色的 资料诏 .捉- 

供了 我无法 召 到的 英方 a 案， 对我 帮助 极大。 

㉛  1839  ̂   6  J] 和 9  .  < 巾囚丛 报> 编辑卑 治文两 次拜访 林 则徐， 在: 

淡话屮 ，提 到战 //• ■威胁 _事。 林答之 “打仗 不怕” （<中 国丛报 >第8 卷， 第 

444  |；|  )0 根据 体在这 段时间 甩的 奏祈和 书 信\ 这一 句话应 当理解 为小怕 

义 律等人 的恫吓 、乂  f: 根据 肀治 文的 记载； 错以 地推断 ，林 则徐此 时“完 

命足砰 会到 他面 对 战争的 ，然 jf[| 提到 战争 ，他 仅有的 冋答足 4 我们 不怕战 

争 ̂ (<屮 华帝 M 对外 关系史  >  屮译本 ，第 1 肌 ，第 2别 rjl'), 另有 一岬 论# 
据 此认为 ，林 w 徐对 坊国的 悅华 战争. 卄有 心 理准备 ，就 岜错误 r: 

© 】幻9 年 11/121  H， 林则 徐奏称 ，义 律“私 邀夷埠 兵船 前来 ，以张 

W 势”: M84(〗 年 3 月 7  U 泰称， K 谓英 夷会柒 各埠兵 船同来 滋扰# …… 本 
为恫喝 ，凼 +足估 、 1840 年 3  ；J  29  H 奏称， 位闻该 M 有人 孑兵船 将此到 

咚 …… 谅亦 无所 施其伎 ff*T;lS40 年 5  H 】4  H 奏称， 陔夷尚 复强颜 延喘， 

飘 泊外洋 ，诡 卟 俯张 ，虚 声恫 峒” ■(见 ■(林 则 徐集) ■奏 稿屮 ，第 702 奴 ，第 762 

页 ，第 777 冗， 第 809  -il'), 

@  阽 （澳 M 新闻纸 >、<  澳门月 报>、<华_』卩 夷言 >(《 鸦片 战争》 ，第 2 

耻） ；< 海围 岡 志）； （洋 喂杂录 >( ■(中 山大学 卞报 ）， 1兆6 年第 3 期） 等。 

鉍 《洋事 杂康） 中录存 《吨哈 琍国上 发给该 同商 人楚约 八糸 其前 

条调： “往别 W 遵该国 禁今 …… '  “ 往广东 贸兒， 遵 领盅验 牌， + 得从 

[纵] 水手 洒醉 ，恐 伤华 I:'  — 往广东 ，遵法 ，违禁 K 物不 可带去 …… "（见 

{屮 山大肀 〒报 >_,  1986 年第 3 期 ，第 27  W>, 林则餘 对此极 为重视 ^ 

©  《林 则徐集 > 奏稿中 ，第 648 至 M9 页。 林则 徐认为 ，审往 内地走 

私杓片 的英国 商船， Q 违丰 WS 今， 该国查 出“亦 必处以 _€ 刑'  屮㈤ 若用 

成力攻 击， 该闰 不会 “报复 '所以 “片 无后 患％ 

© 在今 存林则 徐翻洋 资料中 ，亦有 多篇叙 述进攻 中闰之 困难， K； 中 

最详 细若， 见< 澳门 新闻纸 >(< 鸦片战 争>第2 册， 第 3S6 至 390 页）。 

©  ■(林 则徐集 > 奏槁中 ，第 676 豇次林 则徐书 简>增叮 本 ，第 49 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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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刚徐集 >  奏祯屮 ， 第 640 页 ，第 676 页， 第 705 页 。 此 外， 在林 

则除搁 译资料 中亦有 持此论 者， “在 （英 闺） 芥人官 汶论， N  A 荼叶 之故 ，小 

宂造次 ”（（ 澳门新 闻纸: K< 鸦片 战争） 第 2 册 ，第 455 页）。 

©  < 林 则徐集 >赛 稿中 ，第 678 贫 ，第 70(* 奸 ，第 702 ■页 ，第 712 页。 

义: T 鸦片与 英鉍印 度政府 的关系 ，在 今存 林則徐 翮译资 料屮比 比皆足 ，此 

处不再 汴 明。 E 最初 斤来 的儿® 英舰 的情况 ，这哗 翻泽资 料中并 ?t 介绍。 

但足 ，从 翻译资 料来石 ，林则 徐巳知 去印度 、苋 国等地 的航海 数 ，即 便没 

有邝他 资料， 也 能够推 W 出來。 

㉚  C 林则徐 集>; 槁中 ，第 639 页。 JQ 光帝接 到此# 的- :天后 ，乂收 

到军 机大亞 稃彰 P4 等 K  S 江苏 吳淞 U 杳禁鸦 片章程 ，令 沿 海各省 体察所 

辖海 M 情形 ，妥 知”  U 杓】 i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I 册 ，第 5S8 页）。 nf  ̂  

林的奏 折很町 能还有 k 推动作 m  / 

㉚ （林 则除集 >畚榀 屮 ，第 726  (鸦； i 战> 档案史 料> ，第 】 賢， 第 

議 5H、 

㉚ 笔者所 杳之书 为<林 则徐从 >奋 桢、 ■(芳 办虑务 始末) ■迫光 朝、 ■(鹎 

片战 争档 案史料 >、< 林则 铪奏稿 ■公牍 • [] 记补编 >、■ (清％ 汆 乂， 笔者矜 

在 屮因第 -出史 柃案馆 迕阅 « 案 ，间原 编辑 较杂， 虽发现 以上各 I〗 所米收 

林则 徐折 J 卩 ， 位 也采 打到 请 旨敕令 各杵筹 防的 内容 -- 

m  (林 则徐圯  >奏 稿中 ，第 S44 九； 《苏办 离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i 册， 
笫 337 孕:  338 句' 

⑱ 琦苒 光 ： +- 年七 刀初一 .h 收到 ，平机 处录副 莽折。 

⑩  <T 夷忒 h  < 杩片战 争>笫 3 呀， 第 363 至 364 页。 

& 扎浑布 奏， 二 卜年六 Jh 道光 一- 卜年 七月初 ..： U, 宵据咋 机 
处浓 副# 析。 

®  ■(淸 实及 > ，第 3S 册 ，第 3 此： 上喻枵 ，道光 >  卜 叫 U.: 

#  C 筹 办龙务 始末》 迫光别 ，第 1 册 ，第 2 幻页。 

m  (林则 徐莬镐 ■公牍 •  n  k： 补编》 ，中 山人学 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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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 《林则 徐集 >  萃 屮 ，笫 702  f  7(K 吖 ， “ Pfyg 喇叶 ”1 叫为 DoWa、 

他足 “  I  f 凇力治  ”  4  ( C_LH^e) 的船 H 气时 ■^惯 咁 船主戎 船 K 之名叶 : tt 

船 ， 如 兌 拉跹 3  f U 时 K 新 4 拃林则 徐 卷折屮 ，分 别川 其船 长名时 称 ̂ L-  M- 

嘧船 '“哗 呛船”  1 1_ 凇 /J  iH 行 被林购 夹 ， 改 _装 为敕炮 34  H 的 平舰。 

疵） 《屮 ㈤从 报》 ，第 8  g. 第 379  U  1::<屮华帝4对外*系史>屮 

lf-4,  1  U\  295  r)T\ 

@  《林 刚徐集 >  * 捣中 ，筇 684  #  ; 义伴饨 巴 i  C， 1839  qt9  JJ  5  H, 

( S  j、 十 [N 的通 ift  1^40 十 >， 第 446 仝 447 仍； 亚 V  X 姆斯 叭致 威廉. 义 姆 

!^LK, (近代 资料 ）1 958 年哨 4 期 ，第 讣罕 69  V: 

⑩ 气 吋的 阎船件 有武妓 .存 邱火炮 其多 此处蚱 扛火 力不济 .足就 

此次 备战的 英船而 。 

m  林则 徐凑祈 见< 休则 涂诏 J ■矣 搞小 ，铪 700 半 :  701 页； 义律的 报-斤 
见 ■(吳 [[[H 义公 义作》 《欠 1  j: 十 [M 的 通 U (续编 I  8411 年》 （TVitiA  Parluimenlary 

I^ipers  :  AdHiltorial  Papers  Rrlfttm^  in  Chin；j,  1  840) , 第 8  1  4  ̂  

⑳  4 懦翰 乂译为 4 礼逊 JVR 臣 i  4 利 逊等， 他足 传教 1:3 礼逊 

(Koberi  JVWHson) 的） L  T_， M 岁就力 访商 充， 翻译， 1834 年律劳 皁来乍 

6\就 充:丐 商务 监督的 翻洋， 鸦片 战争爆 发沿， -ft 充， _& :军 的疔 席翻 

⑱ 喂 |為 8 个少 U1 林则 徐奏称 ，巾 j: 该次 战斗， 两艘 师船1 + 被 炮伤 M 

过 K  T 准以修 缸 ， 必浈 W 行 拆遗”  ；  4 坷® 师船 _H 谇 釘 拟 坏 ，应行 人-修  '阽 

(林则 徐识》 笮槁中 ，笫 857 

& 案 此吋 林则徐 作 虎 「 h  fH. 离交 战地 点尚 杯一 段距离 ，非 A  Lf 七 

n,  ft  IT- 战之 「1 ， 林 fr:  n  i 己中 V 迫， “  K 亇 M 唢出圬 船存 :此穴 M  X： 提平递 
琪米收 ，汗炮 来坟. # 捉平 祗御 ，七坏 劣 船前 m 考人被 袅落水 ，始 行遁 

上 /Ml  fl  L： 肴的 ，故七 吋 能作伪 囚 此， 林的 奏折听 据为关 的报 b 

足的叔 彳 r: 似 史 x m 从 uid 中也 吋 肴出， K. 所 述讣 战理由 与 奏折所 ： 

斧别抖 人 •： 

魄  <林则 徐 奏榀中 ，笫 762 吖、 “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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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 卽即 海阿新 

诃 ■(林 刚 徐集） 存稿屮 ，浓 S38  吊 862豇： 其屮林 则馀在 奋折屮 

忾 称虎 1_  r 在 船在皁 兵1 /J  〃“  Jt 荇 _--:  T_  * 名  '此处 你虎 n 邙 仄 2m〕t) 人 . W 

扣 太- 介 船 民 男之敉 ，添入 W  m  -flx 诗平 致屮： 

㊃ 林则 徐的郝 咋资料 中 叶拉 t 番 ， 即 么汶黑 屯 .脚 长圮腿 

叶 ， 红&选 R 身材 “人沂 ％ 爪 ， 之叙跛 H  ” （ < 汴事货 4_  > ， （ 中山 大屮 7 

报） 1986  T 第 3 期） ，然此 处说 的仅 M 印度圬 ，林 则徐亲 眼 见过外 M 人 ，在 4 

澳 n  乂检 阅过葡 萄牙圬 。“腿 足衷缠 '疑足 q 时的 紧身 裤和 绑腿； hi 忡 

不傾” ，疑 足谢 萄氺 兵采 in  m 腿式行 进方式 ，即 所谓 ％f. 步 11 ，时 产生 的-祌 

汶解 .又 ■^吋 外㈣ 人不愿 行 跪邛礼 ，民 k 膝 关节冇 h 题， 难以跪 
拜， + 知此说 4 林的判 断冇尤 又系。 

⑳ 按照林 则徐原 来的 设慰 ，此类 夂 战 似应存 : 虎 n 至 » 子洋 一带 进 

u、 杩片战 争燿发 林则 徐宣 称贾 q  m 队出洋 夂 战 ， 乃足 a 知 道 光帝 
巳不 信江他 ，欲初 所衣 现。 

㊃ 林则徐 ：< 剿电兵 S 约法七 章>， 见觇 源： ■(海 0® 忐 >1852 年 UU) 

卷本 ，卷八 1_;梁廷枬：<夷铽闻汜》卷二^_ 

㉘ 魄源 ：< 海闽 图忐》 卷八 十。 

®  在 林则徐 存折中 ，这种 方法始 见十 1«40  ̂   8  IJ  7  H(tK 密陈 以承 

赀敁 劻定海 民众诛 芡故军 片》， 见< 林别徐 染》 奏槁中 ，第 S61 页； ifilVK 此之 

I 林 r 6 月底至 7  jj 初 就在广 东实 行这 『方法 ， 见 ■(中 围丛报 >,第9卷， 

弟  1 65  jil  1 66.  SC  ̂ 

⑩ 《中国 丛报》 ，第 9 卷 ，第 112  l；U^22i  伯纳德 ：《乂汍 神&航 

行作战  id》 （ W.  T)」 Bernard »  “Nbrra"vf」 of  itie  V<;yages  ;md  Service  of 

Nemesis，n ,  I^ondon  1 844 ) 策  1  卷 ，第 220  ft ,  ft  “: 个欧籍  W  均木 ̂  足额， K: 人 ̂ 

部 G 力 2200  R 于 1841 年、 1842 年到 达。 

®  据 《中 国扒 报>第 9 卷 ，第 UJ7  J12.41^  ^；  184()  ̂   10 月 ，虎 U 

r-1 外执 行讨港 仟 务的英 舰为都 畀啬 G  K 恩 4 、 海 K 新孕、 邡伦 邱恩号 ，轮 

船为 进取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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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 □严 中平： 鸨片贩 广策划杓>|战争的幕后行动>，<近 

代史 资料 >1958 年 ，笫 4 期。  ^ 

@  Ji  1::<屮 华帝 国对外 关系史 >中 译本， 筘 】 卷 ，第 709  H 

@  ■(林 则 徐集） 苍橘中 ，第 S3S 页， 第 856  K， 第 860  !^;<鸦片 战争 > 

第 3 册 ，第 263 以； 《中 WM 报》 第 9 卷 ，第 165 以； C 林则 徐书简 >增 汀本 ，第 

151  VI, 

m 如眾 $ 吋伯麦 闪广东 虎「〗冇 备而不 敢进攻 ，他就 小-会 匆匆 离上， 
i/tf 会阐 下米 -等待 续到之 苏 军 。到 r  7  jf . tij ，英节 的圬力 存 :数讨 、质 带 t 
会大 欠 超过洁 平。 尽管 当时典 军屮有 人希 铝能 进攻虎 n， 但未 茯惦 。关 

r 这一 "面的 怡况， 叮 参阅# 足林： 《在平 A  /J  U》 （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  T ̂.mclon ,  1 842 ) 第 42 半 ：  43  i?l 。 ：W 夕 印度总 

W  T  1840 尔4  ；J  7  H 的济 忘朵， 也规定 r 远征 军立 即占领 舟山的 仟 务； 义 

^  J'- 〖840 年 6 月 24  口 给巴左 择的 报告 中， 乂称当 tM 英军 北 卜. 的 _个脱 因 
lJl{nn 战， 作舟山 士料选 编》 第 479 至 481  W， 第 488 罕 

489  ^ 

⑱  办夷 务始 末》 道光? 几 茁 2 ■册， 策 752 页： 

m  i  -: 兀屯九 民抗览 I 争史 料) ■修 ir 本 ，十 华书尚 1978 年 ，第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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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剿” “抚” “剿” 的回旋 

今天北 京紫禁 城丙华 门内 ，有 -处 诉 史学家 熟知的 中国第 

一历史 档案馆 ，保 存着大 量淸代 档案。 其中冇 种 “h 渝档 
军机 章京每 日抄录 明发 、廷寄 谕旨的 薄册， 以备事 后随时 查考。 

轮 值的军 机大臣 亦在此 上注签 其姓， 表示 负责。 但是， 有 关道光 

帝 对鸦片 战争的 谕旨， 却不见 于“上 谕档'  军机 章京将 之誊录 

于另一 种军机 处档册 ^ — 其 名今 天的人 们或许 会想不 到一^ 
“刺 捕档' 

“ 剿捕档 ”是用 来抄* 平叛镇 反事件 谕旨的 簿册。 设 此档的 

bl 的 ，在于 此系军 国大事 急迫 紧要 ，恐 M 同 h 谕档 ”而 査寻不 

便 ，故别 H  - 册。 可是 ，将与 英国的 战争等 同于平 定叛乱 ，在军 

机大臣 、章京 上行走 的人们 的这神 分类法 ，不 仅再 一 次提示 我们 

2 时人们 的“天 F” 观念， 而 且也隐 隐展露 出当时 人们对 此类事 
件的理 所当然 的处置 原则。 

因此 ，尽管 战争骤 然而至 ，尽 管清 王朝全 无准备 ，但 在传统 

的御外 攘夷的 武库中 ，已经 为道光 帝编制 了“剿 "、“ 抚” 两套程 
序。 道光帝 交并轮 番操之 上阵。 在 战争的 最初几 个月中 ，清王 

朝由 “剿” 时“ 抚'  后 又回到 “剿” 的套路 t 去， 一波 三折， 回旋再 
现。 在 今人的 眼光中 ，可 谓分寸 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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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荇 S 然 心-权 多变， 0X 钿- ■变都 会 在战场 上付出 相应 的 
代 I 

而 从人物 的出场 来吞， L 一草的 士:角 S 林则徐 ，这一 章是道 
光帝、 琦？？ 和伊 里布。 

一初战 
I 

1840 年 7 月 5  f=L」i; 站北京 、一 切敁 得 与往常 并没有 两样」 

这 。 天 ，丧妻 未久的 道光帝 ，按 照祖 制家法 ，例 行“诣 绮舂园 

问呈 太后安 '然后 回 銮处理 广几件曰#的公文。出 

这一天 ，刚 由翰林 院散馆 后授检 讨的曾 M 藩， 因 客来 访而耽 

误了 读书， 影 响其学 问修行 ，在 hi 记 中剖心 切肤地 狠狠自 责了一 

逋， 自 励须 “R  H 用 功有常 '以能 够“文 章报国 
正当道 光帝享 以清静 时， TE 当 G 来以 武功名 扬天下 的曾国 

藩 琢磨“ 文章报 闰” 之 道时， 远去 北京 数千 M 的浙江 省 定海县 （今 

灯山 市）， 已是一 片炮声 隆隆 ，笼 罩干呛 人的硝 烟之中 了。 

1840 年 6 月 22  U 起 ，英 W 远征 军海 军司令 伯麦韦 领威厘 

土厘号 等舰船 19 艘， 从澳门 - 带水域 出发， 沿屮 国海岸 ， 直取舟 
山。 

当时在 广州出 版的中 国最早 的杂志 —— 英 文月刊 《中 国丛 

报》 的编辑 ，得 知这一 消息， 专门在 6  fi 号 h 刊 登了一 篇文章 ，介 

绍 舟山的 地理位 K 与航 线。 尽管 伯麦并 没有看 到这篇 文章， 但 

以往留 下的航 海资枓 ，使 这位初 来乍到 ，新 驶此航 线的海 军准将 

并公感 到十分 费力。 s 天后 ，英军 到达舟 山群岛 的南端 ^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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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ih  岛。 

舟山 位干杭 州湾 东南 ，扼苏 、浙 、闽 〔 省 海面、 共有 大小岛 碟 

M0 余处， 本岛是 中国第 四大岛 .，有 姓背景 值得注 意： 

_ 、 由 干清初 句台 湾郑 氏 、 5 藩 耿氏作 战需要 ，康 熙帝 对此 

地作出 军政两 项决策 (：1 就军唭 iftJn， 设众 定海镇 ，辖 镇标水 师-， 

营 1 共 计兵弁 2600 余人； 就政治 阳言， 设立 定海县 ，县城 在本岛 

的南端 。③ 
二， 也气康 熙帝奵 关， 16S4 年， 康熙帝 批准开 放海禁 ，宁波 

为对 外开放 的逋商 口岸。 1698 年， 宁波海 关在定 海县城 以南的 

道头 设“红 毛馆” ，以接 待英国 商船。 1757 年 ，雍 正帝禁 英船入 
宁波 ，定海 的对外 开放也 随之屮 II， m 英人 对此毫 不陌牛 ，颇具 

觊觏 之心。 ④ 

1840 年 6 月 30  口， 正在巡 逻的定 海水师 兵弁暸 见南: mUl 

岛 -带的 英军舰 p 人， 立即间 报。 定 海镇总 兵张朝 发得讯 r 令各 

营师船 、兵弁 、炮 械在 定海县 城以南 的道义 一带 集结， 命将 统辖; 
s 率船队 出洋。 7 月 1  H， 他见英 军大卩 人乘风 而行， 自忖 不敌， 

便折帆 返回， 并向浙 江巡抚 乌 尔恭额 、闽 浙总督 邓廷桢 等人报 

告，、  . 

英 军占领 舟山的 H 的， 是为其 远途作 战的部 队建立 起一前 

进基地 ，休 整补给 ，据此 展开其 北上、 南下中 a 海的军 事行动 ，: 

此外 ，英国 政府也 有意割 占此岛 ，以 便在比 邻当时 中国最 富庶地 

区的 一方站 稳脚跟 ，将触 角伸人 ■^东 ，并由 长江进 人内地 ，尽管 

这一点 e 来 没有成 为事实 

1840 年 7 月 2  0， 英军舰 船缓慢 地驶入 定海道 头港。 当地 

军民 似乎还 记得昔 R 作 为通商 U 岸的 情形 ，并据 鸦片飞 剪船的 

活动 ，佥 谓“夷 船来售 货物％ 曾在 台湾立 仃军 功的总 氏张 朝发， 
157 



却称 其为风 吹迷航 误免。 只 有新任 未久， [K 在 主持生 童观风 试 

的知 县姚怀 祥有些 着急。 g7 月 4  H  T 午， 伯友派 人送来 广他们 

从宋 没有 UL 过的最 后通牒 ，要 求他们 役降， 并声称 只等候 “半个 

时辰 '⑧ 

“ 夷 人”之 所以为 中十士 子们看 不起， K 屮 甫要的 -条， 就是 
不会 使用优 雅的汉 语= 此次伯 麦的文 件也不 例外， 不仅 文句不 

芙 jiiil 还冇 错娱。 “ 半个时 E” 在中文 中应指 1 小时左 右的时 

间， 时 参照英 方文献 ，本 意是指 6 小时。 @ 

定海知 &姚 怀样# 到此文 ，显然 比准都 着念。 他在- ■些官 

弁 的陪问 K， 登上英 军旗岘 威厘十 厘号， 见到 r 伯麦。 英 a 军琪 

秘书 吉瑟林 (hcelyn) 记下 r 姚氏 一段很 有意思 的话： 

“丫 尔 c 把战 争施邡 干民众 身上， 而不是 我们 这些 汰未伤 

害 讨你们 的人； 我们 看到了 你们 的强大 ，也 知道 对抗 将是犮 

疯 ，但我 们 必 须铬 尽职 守 .尽管 如此货 会 遭至失 畋 

这赉话 2 然不会 起什么 作用， 但伯麦 把进攻 的时间 推迟〒 =  7 月 

5  Ho 还须 说一句 ，姚氏 这鸣与 “天朝 ”威仪 不符的 K 行 ，不! ALf 
清方 奏折。 

尽 管战后 得知畋 讯的道 光帝和 林则徐 ，对 定海清 军的守 备 

提出了 严厉 批评， © 但 椐盾木 M 片 黾布 的调杳 ，总 兵张 朝发 在战甜 

几天内 ，还是 进行了 有效的 备战。 然而 ，相对 于来犯 的英军 ，定 

海清军 实属寡 不敌众 。⑫据 英方的 记载， 7 月 5  H 下午 2 时半扦 

始 的战斗 ，英军 舰炮仅 用丫  9 分钟 ，就 基丰击 毁了排 列在港 n 的 

清 军战船 和岸炮 的还击 能力。 其陆军 在舰炮 的掩护 卜\ 乘小舟 

在道 头登陆 ，抢 占道头 东恻的 东岳山 ，设置 瞄准县 城的临 时炮兵 

阵地， 并向具 城攻击 前进。 何天色 已晚， 便停止 进攻。 次 R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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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英军 再次攻 右， 至城 f] 时 ，发 现守 军巳 在夜间 溃逃。 清方的 

C 兹虽 有所不 但明 确承认 f 无可 挽回的 失败。 总兵 张朝发 

在苋 军第一 波火炮 射击时 ，便中 弹落水 ，后内 渡镇海 Ift (不治 。知 

&姚 怀祥 E 军 事不利 ，投 水自尽 ，表现 出儒吏 在“蛮 夷”面 前应有 
的 气节。 从 未见过 如此猛 烈炮火 的淸军 士兵， 临 阵产生 恐惧心 

理 而大量 溃逃。 据裕謙 战后调 迕，参 战的 1540 名 士兵中 ，战死 

仅 13 人， 受伤 n 人， 战死的 人数比 击毁的 战船还 要少。 而英方 

贷称 其在战 斗中皂 无伤亡 。邊 

此后， 英军又 据其作 战计划 ，对中 国沿海 的厦门 、宁波 、长江 

口等重 要出海 U， 都 实行了 封锁。 ® 

按 照英军 的计划 ，定 海应是 其侵华 战争的 首战。 可 在定海 

开战前 ，7 月 2  炮声却 首先在 福建厦 门响起 。 

1840 年 6 月 30 日 ，英 国远征 军总司 令懿律 和全权 代表义 

律 率后续 到达的 英军北 上舟山 ，准备 与伯麦 会合。 7 月 2  口 ，途 

经 JS 门时 ，派 战舰布 朗底号 向当地 官员送 交巴友 尊外相 致中国 

宰 相书的 副本。 该舰 r 当日 中午驶 入廈门 南水道 ，在距 厦门 岛 

- 海里处 下锚。 M 门同 知蔡观 龙派船 询问来 意， 英方递 交了一 
封信， 称欲 明日拜 见地 方长官 ，送交 公文。 英军此 信后被 清军退 

第 二太， 7 月 3  H, 布朗底 号起锚 逼近驭 门岛， 派翻 译罗伯 

聃 （Robert  Tbom) 驾小 艇登岸 ，清军 以武力 阻止。 布朗底 号遂向 

岸上淸 军开炮 ，引 起双 方一场 炮战。 罗 伯聃的 报告祢 ，英 军狠狠 
地 教训了 清军。 而事后 赶往厦 H 的邓廷 桢奏称 ，清 军击 退了英 

军的 进攻。 如同鸦 片战争 中所有 的战斗 样 ，双 方的战 报永远 

+会 吻合。 但检 m 交战 结果， 义似可 肴出双 方态 势的 优劣。 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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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对于 转呈皇 帝的外 国文书 ，若 有违 悖字样 ，亦 +得上 送而察 

渎圣 明， 不然将 以“大 不敬” 论处。 福建 、浙江 官员如 此做， 并非 

是其 个人的 决定， 而是 体制的 限制。 在下一 节中， 我们 将会看 

到， 天朝” 这种 自我封 闭信息 的限定 ，对清 廷了解 、判 断“夷 ”情， 
及时做 出决策 ，带來 r 什么 困难。 

有 论者据 《道 光洋 艘征扰 kz》 等书 ，称英 军大举 北犯时 ，曾派 

舰 5 艘 往攻厦 「X 因 邓廷桢 事先有 备而 不克， 遂攻 定海。 

此一说 法并不 真实。 前面已 经提到 ，英方 派往厦 rt 的英 

舰 .属第 ： 枇北上 的部队 ，与进 攻定海 的第- 批部队 无涉， 而第 
二批 北上的 舰队， 只 有军舰 3 艘 （麦尔 威厘号 、布朗 底号、 卑拉戚 

士号） 、轮船 2 艘和 运输船 4 艘 ，不 可能抽 出军舰 5 艘 攻厦门 

《道光 洋艘征 抚记》 等书的 作者们 ，很 可能从 7 月 2 日厦门 之战、 

7 月 5  H 定 海之战 的时间 顺序上 ，推绎 出这种 结论。 

至于 谓邓廷 桢事光 有备， W 牵 涉到我 在第二 章提到 的清政 

府敌 情判断 的论点 ，须 作一些 说明。 
1840 年 1 月 5 日 ，道 光帝将 林则徐 与邓廷 桢对调 t 以邓为 

两江 总督。 未久， 江苏巡 抚陈銮 病故， 恐 邓独力 难胜两 江之重 

位 ，于 1 月 2〗 U 将邓 与伊里 布对调 ，改邓 为云贵 总督。 又 未久， 

御史 杜彦士  h 奏 福建鸦 片走私 犯揪， 水师交 战不力 ，于 1 月 26 

曰将邓 与刚上 任的桂 良对调 ，改邓 为闽浙 总督。 同一天 ，道光 

帝还 派出祁 渖藻 、黄 爵滋以 “钦差 ”头衔 前 往福建 ，“杳 办半件 ' 
道光帝 以邓辻 桢督闽 ，是 害怕 林则徐 在广东 的有力 措施会 

使鸭片 贩子北 h, 变 福建为 鸦片集 散地； 是 看审邓 查禁鸦 片的经 

验 ，希望 他在福 建的表 现如同 其广东 任职的 S 期一 样好。 邓廷 

侦人 未离穗 ，官 椅却转 r 半个中 m ， 心 ffi 完令明 ft 道 光帝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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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因 此， 他 到职娇 ，一 直将 查桀鸦 片走私 作为头 等大亊 来抓, 

命水 师加强 鸦片走 私最囚 的泉州 _1 带 海面的 巡逻。 在局 势的预 

测上 ，他同 林则徐 -样 ，没有 意识到 战争已 经迫在 眉睫， 反而对 

卩属 “告以 夷人之 无能为 ，我师 之大可 用”， 诊以振 作水师 将弁的 
信心 ，敢 r 出洋 与鸦 片武装 私船交 战。 在他的 奏祈中 ，大 谈缉拿 

鸦片 走私 ，肴 不到针 对 未来战 争的设 防 措施。 ® 

1840 年 7 月 2  英舰 布朗底 号闯人 厦门时 ，正 值 咳地水 

师主 力被邓 廷桢抽 调前往 泉州一 带巡逻 据英 方报泞 ，厦 门炮 

台 仅有炮 5 门， 岸上亦 仅有二 三百名 上兵。 © 当天 晚上， 邻近的 ▲ 

同 安汽参 将胡廷 寅得讯 ，率兵 200 名增援 染二天 ，清 军又架 

起 了设炮 3 门的临 时炮兵 阵地。 此期 清方兵 力兵器 的数量 ，低 

T 我 存:第 一章中 所述厦 门平时 设防； IW 种种临 时手段 ，又 不若前 
面所述 定海那 般迅速 有效。 又怎么 能得出 邓廷桢 事先有 备的结 

论呢？ 
实 际上， 邓廷 桢自己 对此有 明确的 答复。 

据 邓廷桢 奏折， 184() 年 7 月 7  即〗 g 门开战 )5 的第四 犬， 

他得到 报告即 赴泉州 。 他 此时不 知道英 国 远征军 的到来 ，认为 

厦门 之战是 “卖烟 夷船” 乘福建 水师全 力“注 射”于 泉州一 带时， 

在 汉奸的 “区画 "下， 乘虚窜 犯厦门 ，目 的在 于“牵 制我师 
月 13  H， 他收到 诏安育 游击的 报告, 得知澳 门葡萄 牙翻泽 透露， 

英国将 派舰船 40 艘来华 ，方 知窜犯 厦门？ Mh 为 “卖烟 夷船” 而是 
兵船。 7 月 1S 日 ，他又 接到定 海镇总 兵张 朝发的 报告， // 意识 

到 中英局 势大变 ，开 始着手 在厦门 布防。 ® 

邓廷 桢本是 “天朝 ”中人 ，他 的敌情 判断当 与同 人并无 二致。 

战争终 r- 无可挽 冋地打 响了。 战报 -份份 由浙江 、镉建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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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广 东发出 ，随着 S 奔 的驿马 ，一站 站递往 北京。 北京 的静溢 
安宁， 被沿海 的炮声 冲破。 

然而， 3 我 们今天 M 过头来 軍新检 视各 地送来 的奏折 ，又会 

发现， 3 时英 a 采取的 两大军 事行动 ：即攻 占定海 和封锁 沿海， 

在桊折 中 的反 应是不 样的。 前荇 不仅町 扯于浙 江巡抚 乌尔恭 

额所 奏， a 福建 、江苏 、山 东等处 it 员因 收到浙 江咨会 ，在 其奉折 

中也有 反映。 而对十 G 者， 备地 的奏折 （包括 被封锁 地区） 基本 

t 没 有提到 （仅 林则 徐奏报 封锁广 州）。 以 贸易为 本市场 经济的 

英国 ， 从本 国的情 势着眼 ，企 图以此 扼住中 国经济 的喉苷 ，哪里 

会想到 以农业 为本自 然经济 的中国 对此基 本上没 有什么 反应。 

尽 管沿海 的渔民 、船 民会由 此而影 响生汁 ，但是 ，如 果英 国+这 

么做 ，许 多清朝 tr 员 还打算 封海 ，反过 来对英 军封锁 ，切 断其接 

济。 在 这些奏 祈中虽 然也谈 到广乍 浦之战 （1840 年 7 月 24 

日） 、第 二次厦 门之战 （1840 年 8 月 22 日） 、崇 明之战 （1840 年 8 

月 25 日） ，并表 示击 退了“ 英夷” 的进攻 ，但 上奏人 并不知 道这些 
小规模 武装冲 突的 起因， 乃足 英军的 封锁。 道光帝 W 此不 可能 

知 道南中 H 的 主要海 U 已经被 英军封 锁 ，还 兴致 勃勃地 经常与 

臣 下讨论 是否实 行封海 政策。 不过 .英军 这种以 破坏对 方经济 

为 n 的 的战法 ，未收 到期望 的效果 g， 他们 也放弃 r (详 见卜' 
节）。 

尽管 北京已 经知道 了战争 的半实 ，但 我们还 不能够 用今大 

的思 维方法 去想像 当时的 场景。 由于 奏折是 机密的 ，邸 抄公布 

的消息 有限且 属内部 发行， 民间 $ 信因耗 资昂贵 （时 无邮政 、只 
■ 

有私人 机构） 而数 量不多 ，大众 传媒尚 未出现 （只 有供来 华外国 

人读 的英文 报刊） ，因 iw 南方 的战况 ，似乎 只是由 专业或 业佘包 

打听仵 京城 地面 R 室大 户之间 播异。 老百姓 很少知 道此事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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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一些官 员 也留: 身茁外 ㉙本节 开头提 到的邵 位曾文 止公， 时官 

©同々:， 他给自 Q 安棑了  ’张 从早 到晚的 9 程功 课表： 

早起 ，习 寸大 字一百 '作 A 制字 ->  许； 

辰后. 温泾书 ，有 所知， 敌 （茶 余喁谩 》 ； 

L7 中 .读电 ，力找 《荃 余间 淡》； 

73 剡至亥 刻， 读集， 亦我 《茶 余偶改 >; 

n  i-  > 不读 _，侣 作文可 耳。® 
在他 此期的 R 记中 ，肴 不到战 争引起 的变化 。可 惜我们 今天已 

肴不到 原本的 《茶 余偶谈 >， 不 知他此 期从经 、史 、集中 有何心 

得，， 他此期 居住的 圆明园 南面的 梓甲屯 ，恰是 U 来彭德 怀元帅 

采难后 挂甲闲 居之地 ，距 皇上的 禁园仅 Cl 步之遥 ，竟 然成 了西山 

御下 的小小 世外祧 源。 

在这位 后来表 现出慨 然有天 下志的 懦吏的 生活方 式中， 我 

们今天 似应思 考一下 ，该如 何估计 和评论 这场全 国都应 奋身投 

人 的民族 战争？ 

二 “剿 ”“抚 ”之变 
I 

圆明 N 甜提 塘官的 沽跃分 影， 向 我们提 尔着 当时的 通讯条 

件。 各竹 的奏折 、题本 和咨文 ，通 过兵部 遍设全 M 的驿站 系统, 

由驿卒 骑驿马 ，一 站站 地接力 ，送往 公文的 H 的地。 从广 州到北 

京， 若以普 通速度 ，驿递 需时约 30 甲 35 夭; 若 以“四 & 里加 急”， 

需时约 20 多天； 若以“ 五百里 加急” ，需 时约 16  .甲 I9 天。 至于 

“六& 里加急 '“八 百 里加 急”， 速度当 然吏快 ，似会 跑死驿 4 累 

死 驿卒， — 般并 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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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礼 乐址伐 h 天予出 ”的儒 家原则 ，战争 的一切 决 :定都 
应出 g 圣裁。 而今天 看来如 此缓慢 的通讯 速度， 在对付 地方造 

反、 边 境叛乩 等传统 战事时 ，己 显露 出 弊陋， 何 大体 还能应 付过 

吋是 ，在这 场由近 代化的 敌手发 动的鸦 片战 争中， 驿 马的速 

度相对 f 军情的 顿变， 则 是过屮 缓慢 r。 淸 廷的 决策往 往比实 

际 慢半拍 ，甚 ¥_ 慢一 二拍。 
以下备 章节讨 论整个 战争中 淸政府 决策， 不 能忽略 这〜条 

件 限制。 

正 因为当 时的驿 递速度 ，更兼 清王朝 毫无战 争准备 ，道 光帝 

对战争 的开局 ，并 不如 我们通 常认为 的那般 淸楚。 这 是因为 ，他 

最 初得到 的信息 是很混 乱的。 可以说 ，在 最初的 20 天内 ，他似 

f 是 tf  口行氕。 

让 我们列 出一张 时间表 ，肴看 追光帝 依次得 到的信 息内容 

以及他 相应的 对策。 © 

1840 年 7 月 17  H， 定海失 陷后第 12 天 ，道 光帝收 到两广 

总督林 则徐于 6 月中句 发出的 奏折 ，称 清方火 烧办艇 篷寮， 英方 

“实 无能为 '非 常卨兴 ，朱 枇“所 办可嘉 之至％ 
三天 后， 7 月 20  FK 道 光帝收 到浙江 巡 抚乌尔 恭额于 7 月 S 

日发出 的奏折 ，告 知“英 夷”: -1 四千人 已登陆 定海。 @ 他 不免大 

怒。 由于 前一 段时间 内收到 的广东 、福建 的奏折 ，多 称如 何与英 
国鸦 片船交 战获胜 ，更 由千林 则徐错 误的敌 情判断 ，使他 误以为 

窜犯定 海的“ 英夷'  不过 是在粤 、闽受 挫的鸦 片贩子 ，“藉 势售 
私'  他在 乌尔恭 额奏折 上的朱 批说明 ，他 此时并 没有杷 英军这 

伙“ 区区小 放在 眼里。 W 对浙 江文武 的“张 皇失措 ”不满 ，他 
调 曾在平 定川楚 莲教 、张 格尔谐 役中屡 立战功 的福建 陆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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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 余步云 ，入 浙协助 攻剿。 两天后 ，即 7 月 22  H， 他乂根 据定海 

的 教训， 命令沿 海荇宵 “加意 防堵'  以 防那些 “售烟 图利” 而被断 

绝贸 易的“ 英夷” ，“分 窜各地 .肆 行 扰害' 

7 月 24  H， 道光帝 再次收 到乌尔 恭额于 7 月 11  口 发出的 

矣折， 告知定 海失守 ，英“ 夷”进 遄镇海 ，： 此时， 他似 乎看出 侵犯 
定 海者 非为 卖 烟英船 ，即 命闽浙 总督 邓 廷桢、 两江 总督 胪 里布各 

派水师 数千名 援浙。 以_- :省兵 力合剿 -处 ，逍 光帝 颇具 胜利信 

心，， W 天后 ， 7 月 26 日 ，他在 命令 作 柠奄拿 汉奸 的上谕 中称： 

“ 鸣咭 W 逆 夷滋私 ，攻 陷定海 ，现 已调兵 合剿， 不难即 时扑灭 ” 
8 月 1 日， 道光帝 收到林 则徐于 6 月 24  口 发出的 奏折， 

告知 英国续 来军舰 9 艘 、轮船 3 艘， 开始觉 察到局 势的严 峻性。 

他没 有做进 -步的 表示， 仪在 林奏上 朱枇“ 随时加 意严防 ，不可 
稍懈' 

8 月 2  □，道 光 帝收到 乍浦副 都统于 7 月 23 曰发 出的奏 

祈， Ilf 知英舰 1 艘进犯 乍浦。 他即令 杭州将 军派兵 增援。 

8  )1  3 日 ，道 光帝又 收到林 则徐于 7 爿 3  n 发出 的奏折 ，泞 

知 乂到英 闰军舰 10 艘 、轮船 2 艘； 并 知 听闻英 军可能 北上舟 

〗lkh 海 .天津 。他 -面 命令林 则徐严 密防守 ，“不 半张皇 '一 

面根据 林则徐 的建议 ，命令 直隶总 督琦善 ：英舰 到天津 ，若 情词 

恭顺 ，“告 以天朝 制度， 向在广 东互 市”， 天津既 不准通 商， 也不准 

“ 据情转 奏”； 若桀 骛不驯 t 立即 统兵剿 办。 道 光帝在 天津布 a 的 

两手 准备， 表现出 其原先 一意剿 办的旨 意已耵 摇移。 

同一夭 ，道 光帝 收到邓 廷桢于 7 月 16  H 发出 的奏折 ，告 

知® 门开 战获胜 ，大 为兴奋 ，朱批 "所 办好” .并对 出力员 弁优赏 

有差 。㉞ 
8 月 4  H, 道光 帝收到 4 尔 恭额千 7 月 24  R 发出的 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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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英 M 增添 军舰， 并投递 “ft 相” （指巴 麦尊） 文书 等情。 道光 

帝 对照厦 门“获 胜”的 战报， 卩 令将乌 尔恭额 笮职， 留 营效力 ，调 
邓 廷桢赴 浙主持 军务， 并兼 署浙江 巡抚。 

8 月 6 日， 道光帝 收到邓 廷桢干 7 月 21  H 发出 的奏折 ，称 

其得 知定海 战况欲 赴浙江 ，但恐 英军再 犯福建 ，转恐 首尾不 

能 相应'  道光 帝令两 江总督 伊里布 为钦差 大臣， 前 往浙江 -E 持 

军务 。 

8 月 9 日 ，道 光帝收 到琦善 关于天 津防务 的奏折 。 直到此 

时 （即 定海 失陷后 一个多 月）， 他 才发现 0 己对“ 夷情” 实在是 一 

无所知 ，便 想起几 天前乌 尔恭额 提到“ 伪相” 文书的 情节, 做出了 

-项 破例的 决定， 谕令琦 善：“ 倘有投 递禀帖 情事， 无论 夷字汉 

字， 即将原 禀进呈 。”在 天津接 受外国 人 的投书 ，本 不 符合“ 天朝” 

体制， 更何况 投书者 已有“ 逆反” 行迹。 但在 此时， 道光帝 急欲了 
解究竟 发生了 什么事 ，也就 不顾及 祖制。 这对守 成的道 光帝来 

说， 确实是 大胆的 举动。 然而， 因不知 道英舰 是否会 到天津 ，同 

一天， 他还渝 令正赶 赴浙江 的钦差 大臣伊 M 布， 部 署了种 种了解 

敌情的 手段。 

从这 张时间 表看， 道光帝 依次得 到信息 的时间 句英军 行 动 

的顺序 .恰恰 颠倒， 其对策 也有不 得要领 之感。 如 浙江的 主帅， 

先后有 余步云 、邓 廷桢 、伊 里布之 > :变 ，逐级 加码。 从 7 月 20  E3 

至 8 月 9  H, 他在这 整整的 20 天内 ，总算 是明白 了英国 己发动 

战争这 么一个 事实， 但仍然 没有弄 清楚引 起战争 的原因 。 当然， 

他这 2(1 天内对 此的基 本态度 ，毫 无疑 N 是主 “剿 '这也 遑无疑 

问是 “天朝 ”统治 者对“ 逆夷” 的本能 反应。 

但是， 从 后来发 生的情 势来看 月 9 日道 光帝关 于接受 

“琪 帖” 的渝令 ，却 是清王 朝决策 的一 大转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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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 光帝- 咩 ，直 隶总督 琦善一 开始 也是主 "剿 ”的。 

当 7 月 22 日道 光帝命 各锊“ 加意 严防” .的 谕令 到达后 ，琦善 

立 即采取 了三条 对策： 

— 、天津 以北各 小口， 改派 立有军 功的将 领负责 指挥， “密授 

防御 之策' 

二： 、亲 赴天津 海口坐 镇指挥 ，并令 地方官 “喑备 火攻器 械”, 
岸炮 与火攻 并举。 

三、 “由官 授以器 械”于 村民 ，示以 赏罚， 使之暗 相保护 ％® 

琦善的 这些方 法， 与前章 所叙广 东的情 形相比 ，似乎 是一种 

袖珍 版的林 则徐制 敌方略 u 

8 月 4 日， 琦善又 收到道 光帝命 其作两 手准备 的谕令 。对 

如 何剿办 ，他 乂作了 …些 具体 部署； 而 对如何 劝谕， 感到 迷惑不 

解 ，上奏 中称： “伏查 英夷诡 计百出 ，如专 为求通 商贸易 ，该 逆夷 

岂 不知圣 人天下 一家， 只预在 粵恳商 ，何必 远来天 m? 如 欲吁恳 

恩施， 何以胆 敢在浙 江 占据城 池？” 他的结 论是， 英国 “M 怀异 

忐'“ 不可不 严兵戒 备”。 ® 

就在 琦善收 到命其 接受“ 麽帖” 匕 谕的第 二天， 8 月 11 曰， 
英 军舰队 抵达。 他遵 旨派出 游击罗 应鳌与 英舰威 厘士厘 号舰长 

马他仑 （与 1838 年来华 的东印 度舰趴 H 令 马他仑 同姓， 非为 一 

人） 接洽 ，何收 到的不 是“桌 帖”， 而是懿 律致琦 善的“ 咨会” 。按 

照当 时清官 方文书 的程式 ，“ 咨会 ”是一 种平行 文书。 义律 等人 
盼 望己久 的中英 平等文 书的直 接往来 ，终 于在大 沽口外 以炮舰 

的 .方 式得 以 实现。 而久 官北方 不涪对 外体制 的琦善 ，似 乎没和 

发现 其中的 变故， 随奏附 M 时未作 任 何评论 。 

懿伟的 "咨会 ”陈述 r  ® 门 、镇海 柜收投 书的怙 声 祢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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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以致 冤情无 能得以 疏闻” ，要求 琦善在 6 天 内派人 前往英 
舰， 接收“ 大英国 家照会 之公文 

“冤 情”、 “疏闻 ”等语 ，与道 光帝渝 令中“ 果无桀 骜情形 ”的规 

定相 吻合， 但派 人登舰 接受 “照会 '渝旨 中没有 相应的 规定。 
琦善 感到没 有把握 ，不 敢擅专 ，连忙 t 奏请 旨。 道 光帝于 8 月 
13 日批准 

于是， 琦善于 8 月 15 日“ 复札” （而不 是清朝 官员以 往惯用 

的“ 谕令” ）“ 英 TV 利 统帅懿 '表 M 派人 前往 接收“ 公文'  他此时 
还弄不 清“照 会”的 性质， 在“复 札”中 问了  -句. “ 是否奭 国王进 
呈大皇 帝表文 ，抑系 贵国王 移咨本 爵阁部 堂公文 T 他 约定在 It) 

天 内对英 方“照 会”给 予答复 ，并 要求英 舰不得 内驶。 ® 
8 月 17  以千总 而冒牌 守备的 白含章 ©取回 r 巴 麦尊外 

相致 中国宰 相书。 琦善立 即上奏 进呈。 

也就在 此时， 琦 善主“ 剿”的 信念动 揺了。 接收投 书一事 ，使 

他亲眼 看到了 英军的 实力。 原先 脑海中 朦胧浑 沌的“ 泰西” ，已 

经物 化为具 体实在 的“火 焰船” 等诸般 利器。 他在 奏折中 虽然没 
行松口 ，但 今 人读此 犹可体 会 到其隐 隐的心 迹 

当时的 英国还 吃+透 中国。 止 如他们 依据本 国国情 错误地 

以封 锁海口 来迫清 朝就范 一样， 巴麦尊 外相的 公文， 也错 误地将 
收 件人指 定为中 国宰相 

自 明初 朱元璋 废除丞 相后， 明、 清两代 皇帝都 是直接 理政。 

而雍正 帝改题 为奏后 ，内阁 的“票 拟”也 随之取 消^ 皇帝 不藉手 
他人 亲理- 切政务 。用- 1 个不尽 恰当的 比拟， gr 国家元 首兼政 

府 a ■脑'  虽有 大学士 、军机 大臣等 苜， 时人 亦誉呼 为 “相国 '但 
只是秉 承皇帝 旨意草 拟杀旨 ，大 抵相 当于今 H 官场 中的 秘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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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每 口由奏 事处 将备处 奏折原 封进吴 ，皇 帝折封 批阅后 ，发卜 

军机 + 由军机 人臣据 朱批或 [&f 谕拟 旨， 经皇帝 市核后 发出。 这里 

_ 有两 点值得 f 主意： 

一
、
 
 除军机 大臣有 时承间 答疑外 ，决 策令 凭皇帝 本人， 不受 

任 何个人 或机构 的制约 （当 然也 要受到 “祖制 '儒 家经典 等间接 
制约） 。 

二 

、
 
毎
 H 收到 的 奏折一 般都在 2  H 发下 ，决 策 也随之 作出， 

十分 迅速。 

以 个人的 智慧， 在短时 间内， 对人小 政务作 出决策 ，这不 

仅需 要雄才 大略， 而 a 需要周 密精细 j  irt： 外 ，体力 和精力 的充沛 

也足 [ •分重 要的。 根 据挡案 ，我 们知道 .清 代皇帝 每口须 批阅上 

万字 的奏章 ，做 出一系 列相应 的决策 ，稍 有疏漏 ，便 会铸成 大错。 
这种空 前的卨 度集权 的方式 ，对 皇帝 的人选 提出了 接近干 

神的 要求， 完全先 去了合 理性。 朝廷 的决策 难以在 体 分析和 

理性 探讨的 基础上 作出， 往往跟 着君王 - 时的感 觉走， 尽 管这种 

集 权方式 在真正 的英明 君卞操 纵下， 可能 会更有 效率。 

然而 ，此时 柄国的 道光帝 ，却是 - 个 资质平 常的人 

道 光帝， 名 旻宁， 1782 年生。 他是 滿庆 帝的嫡 长子， 年轻时 

曾亲执 鸟枪迎 战闯人 阜宮的 天理教 造反若 ，而一 显英发 果男之 
姿。 1819 年 ，他顺 利地登 上皇位 ，但接 f 的却 是盛 庆帝 留下的 

烂摊 以他 的智力 和魄力 ，根木 无法振 衰起弊 ，歼创 1 个新局 
面 ，但他 以不灭 的怛心 和毅力 ，守 住这 份祖业 ，看好 这副摊 

他的为 政之道 ，我 在前 索已多 次提及 ，即 “守成 恪守 祖制， 
想 用祖宗 的方法 来重建 祖宗昔 H 盛世的 风光。 当然， 以今 H 之 

眼 光观之 ，在 才华不 如祖父 乾隆帝 ，精 明+如 曾祖雍 正帝， 胆略 

不 如高祖 琅熙帝 ， 他 所怀 榜所 追求的 守成和 实政 ，既 £ 其 奶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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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 也不失 为一种 卨明 的藏拙 之道。 

道光帝 虽然天 分不高 ，却很 少承认 Q 己的 过失 ，更不 会承认 

清朝此 时巳病 入膏 他不 是从生 理上改 变机制 fffi 谋新路 ，仅 

仅是 从病理 h 追 求调补 疗效。 他 曾经形 象地向 一名即 将上任 的 

tr 员谈到 为政治 国之道 ，把之 比做“ 所人 房子' “住房 入随时 

粘补 修理， 自然- •律 整齐。 若任 听破坏 ，必至 要动入 工'® ̂ 1 

此， M 出现 间题， 他总 爱把责 任推诿 J 臣子 们对他 的敗骗 ，以 

道德 的责难 掩盖机 制的沉 疴。 他常常 怀疑入 臣们的 忠诚， 对最 

亲信 的人也 不例外 ，上 渝中 经常 m 及臣 t 们是否 ft 有" 天 a  ' 

“激 发天良 h 便可 治社会 Cf 病 。对 h 臣下的 功绩， 他 从未货 惜颁 

以常赉 .但一 旦有错 ，那就 +管 他地位 多高功 劳多大 ，袅 不犹豫 

予以严 惩。 在他这 种+无 乖戾的 治理下 ，道 光一朝 大小臣 1: 无 

不谨 小憤微 ，得过 Rii。 苜 场上粉 饰之风 人盛。 

智商平 常且乏 M 略的道 光帝， 决 不缺乏 自信， 总是以 为他的 

H 次决策 都是最 佳力案 ，尽 管后来 "变 再变。 前节所 叙邓廷 

桢的任 职， 就是 明显的 一例， 由两广 ffl 两江 W 云贵 而 闽浙 ，尽管 

4  一次 调动道 光帝都 有充足 的理由 ，但毕 竟缺乏 通盘的 考虑。 

他的那 种头痛 E 义 % 脚 痛医脚 的一道 道圣旨 ，是其 目光短 浅所 

限。 他从 来就没 有一种 远距离 、宽 视野的 眼光。 前章所 叙禁烟 

决策 ，乂 足明 显的 ■ 

尽管 道光帝 有着种 种缺陷 （本 来世 上也无 完人） ，但 若有智 

明 IH 远的军 机大& 相辅， 仍不 失为宽 猛互济 吋 是从不 认为自 

己尚 有缺 陷的道 光帝， 在 军机的 人选上 ，又 采用了 最最 吋怕 町恨 

的 “老实 听话” 的标准 （是 否“老 实听话 ”又是 另一回 事）。 他所信 

赖的 箐振镛 、穆彰 阿以“ 多磕头 ，少说 话”力 主旨， 战战兢 紙随伺 
如 同伴虎 。 每 逢建言 ，先竭 力揣哼 帝意， 只 讨欢心 而不究 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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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 -种决 策机制 ，这么 一位决 策人， 从此视 角检讨 鸦片战 
争巾 的清 廷决策 ，我们 不难 发现， 其 犯错误 的概率 极高。 这是闲 

为道 光帝面 对的基 陌生的 敌人， 全新的 问题 ，根木 就无祖 制可守 

可循 j 

由于清 朝并无 宰相， 吏 兼淸朝 并无负 责近代 模式外 交事务 

的 机构和 职官， 巴麦尊 照会由 琦菁进 呈肟， i 接由道 光帝批 

阅 J 邛月 19 日 ，道 光帝 收到这 份将近 4000 字 的照会 ，当 tl 并未 

发下， 而是破 例地留 屮一天 ，次 n 才发 下军机 。 期间 他是否 垂询 
过 军机， 今 C 无从 奄考， 但 期间乂 批阅过 其他奏 章并颁 F 不少于 

9 道 的谕旨 （内 容从旅 顺设防 到旌表 民妇不 0, 又 p 了见 之于 《实 

录 >。 可见道 光帝职 守所在 ，公 务繁众 ，心不 能一。 尽管 他自称 

对巴麦 尊照会 “洋加 披阅' 但从他 的时间 和工作 来看， 必 不能潜 
心 研究。 然而 ，就 在这短 短的两 天之中 ，他 的旨意 完全转 变了， 

整整 180 度 ，即由 主 “剿” 而 倾心于 . 11“ 抚％ 
决策如 此重大 ，变化 乂如此 轻易。 

琦 善主“ 剿”信 念动摇 的主因 ，在 于目睹 英军的 “船坚 炮利' 
A 忖不敌 ，这 是英 方完 全町以 想见的 并希望 达到的 效果。 而道 

光帝主 “抚” 意向的 萌生原 因，却 是英方 无论如 何也猜 不到的 ，据 

蒋廷 黻先生 的发现 ，竟 是巴麦 尊照会 的翻译 问题。 ® 

尽管 巴麦尊 对其照 会的汉 译提出 了详尽 严格的 要求， © 

但诙 5： 件 的第一 句话的 翻译就 有严重 错误。 道光 帝看到 的汉译 

本为： 
“兹 因官宪 扰害本 囯 住在 中囯 之民人 ，及 该宫宪 亵读大 

英囯 家咸仪 ，是 以大 英国主 ，调 派水陆 军师， 前往 中国 海境， 

求讨 皇帝昭 雷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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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 贫文， “求讨 皇帝昭 3 伸冤”  1 语 ， 原 A  “  demand  from  ihu 

Emperor  sati^cuon  and  rcdre:， ， 若直 译为现 代汉语 ，当 为“要 

求 良帝赔 偿并匡 [H”。 此外 ，该 文件还 多处将 “匡正” 译 方“ 伸 

冤” ，“ 抗议” （protest) 译为“ 告明” ，赔偿 ”译为 “昭® '“要 求”译 

为 “催卜 r, 等等 不一。 

如此 重要的 文件如 此译法 ，实 为难解 之迷。 ◎ 

前面已 经提及 ，道光 帝除此 照会外 ，还 收到琦 箬进呈 的懿律 

“咨 会”中 有“以 致冤情 无能得 以疏闻 ”和琦 善奏折 屮称英 军军官 

的“负 屈之由 ，无以 上达天 听”的 S 词。 所有 这些， 使英方 的表现 

M 得 “情同 恭顺'  毫无 疑问， 这些卑 下的文 句颇合 “天朝 ”人皇 
帝的 脾胃， 使得道 光帝由 此居然 将领圬 上门 要挟的 敌凶， 看作上 

门“告 御状 ”的“ 负屈” 外藩。 

从巴 麦尊照 会来看 ，前 而约占 五分之 4 的篇幅 ，是对 林则徐 

广永禁 烟活动 的指控 ，后面 才提出 五项要 求：一 、赔 偿货价 （指被 

焚鸦 片）； ： 、中 英平等 外交； 三、 割让 岛屿； 四 、赔偿 商欠； ㉛五、 

赔偿 军费。 如果 我们用 中国传 统的" 讨贼檄 文”之 类的文 献作为 
参 照系， 巴麦尊 照会显 得不那 么义正 辞严。 按照 不熟悉 西方外 

夂 词令的 道光帝 和琦善 的理解 ，前 面对林 的指控 ，属于 "伸 冤”， 

后面 的各项 要求, 属于 "乞 恩”。 

由 f_ 道光帝 没有 （也不 可能） 花许多 时间來 研究巴 麦尊照 

会， 更由 他头脑 中的“ 天朝” 观念使 之+得 要领， 他对英 方对林 

则徐 的指抨 ， ® 印象比 较深刻 ，打 箅予 以“仲 冤"； 而 对英 方的各 
项要求 ，觉 得荒璆 无理， 自忖 不难严 词驳斥 ，更况 大良帝 之于外 

藩， 本有权 力“施 恩”或 “不 施恩' 
8月 20 日 ，道光 帝发给 琦茜两 道谕旨 

第一道 谕旨指 4 埼 善如何 “驾 驭”“ 外夷 ”  ： 1 、 对 于 英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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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抑” ，告以 将逐一 访查， 以折服 其心； 二、 对于割 让海岛 ，告以 

清朝 准许英 人通商 已属“ 恩惠” ，不 能再“ 致坏成 规”； 三、 对于商 

欠 ，告 以应由 两国商 人自行 清理； 四 、对于 “货价 '告 以鸦 片本属 

“违 禁之件 '又已 销毁， 不得索 价”。 而对于 中英平 等外交 、赔 
偿军 费两项 ，道光 帝似乎 没有能 看明白 或没有 注意， @未 给予指 

示。 此外， 他对 巴麦尊 照会中 的一个 细节， 即要求 “賜令 特派钦 

差大臣 ”前往 英舰进 行谈判 .又格 外注重 ，专 门指示 琦善： “至所 

请钦 差大臣 亲赴彼 船面会 定议， 自来无 此体制 ，断 不可行 。” 
第二道 谕旨是 让琦善 向英方 宣布的 ，谓： 

“大皇 帝统驭 寰瀛， 薄海 内外， 无不一 视同仁 ，凡 外藩之 
来中国 贸易者 ，稍 有冤抑 ，立 印查明 惩办。 上 年林则 徐等查 

禁鸦片 ，未能 仰体大 公至正 之意， 以致受 人欺膘 _ 措置 失與。 

兹所 求昭雪 之冤， 大皇帝 早有所 闻， 必当逐 细查明 ，重 治其 

罪^ 砚已 派钦差 大臣驰 往广东 ，秉 公査办 ，定 能代申 冤抑。 

该统帅 懿律等 ，著 即返掉 南还， 听候办 理可也 ，（重 点为引 

者 所标） 

在这 道堂堂 俨俨的 谕旨中 ，道 光帝凌 凌然十 足“天 下共主 ”之古 

风。 最妙的 是“著 即返棹 南还， 听候 办理”  一语， 居 然给英 军直接 
下起命 令来。 在这道 谕旨中 .道光 帝还表 示将派 琦善为 南下查 

办 的钦差 大臣。 

从这 两道谕 旨来看 ，林 则徐倒 运了。 他 当了替 罪羊。 

如果仔 细地追 究起来 ，道 光帝的 圬一道 祸及林 则涂的 谕旨， 
很 可能 与 林则徐 的建策 也有 关系。 

1840 年 7 月 3 祆， 林则徐 奏称： 

“若其 （英 军） 迳达天 津求通 贸易， 谅必以 为该国 久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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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怙 冒之恩 ，不致 遽遭屏 斥。 此次断 其互市 ，指为 臣等私 

自 擅行。 倘所 陈系恭 顺之词 ，可 否仰恳 天恩， 仍优以 怀柔之 

礼， 敕下直 隶督臣 ，查抨 嘉庆二 十一年 间英国 夷官喵 珥啊嚷 

4 嚿等自 北遣回 成案， 将其 递词人 由内河 遌站护 送至粤 ，藉 

可散 其爪牙 ，较 易就我 范围。 倘所 递之词 有涉臣 等之处 ，惟 

求 钦派大 臣来粤 查办， 俾知 夭朝 法度一 秉 大公， 益生 其敬畏 

之诚 ，不 敢再有 藉口，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林 则徐提 出这一 建策， 事因 有二： 一是 行商转 呈美国 商人之 ■ 

禀帖 >  祢英军 可能往 诉天津 y 二是 看到了 英方的 告示， 内 称“粤 

东 大宪林 、邓等 ，因玩 视圣摘 r 相待 英人 必须秉 公谨度 ’， 辄将住 
省 （指 省城 广州） 英国 领事、 商人诡 谲强逼 ，捏词 泯骗， 表奏无 

忌 ”；“  a 大宪林 、邓 捏词 假奏， 凊奉 皇帝停 止贸易 他 由此而 

得出结 论：一 、英军 的北上 是为了 “求通 贸易”  ；©二 、北上 的英军 
必 定会全 力攻汗 自己。 

十 是， 林则徐 为了表 示自己 的清白 ，便 主动要 求钦派 大臣来 

广东 査办。 他深知 ，亩 己的、 切行动 ，尤其 是英方 公吿中 点明的 

“ 强逼” 缴烟和 “停止 ”贸易 ，都 e 请旨 或是 奉旨， 皆有 案可据 ，绝 

对清 查不出 什么问 题来。 而此时 “边衅 ”已开 ，圣 怒隨时 可能发 
作的情 势下， 已的地 位已岌 岌可危 ，若 道光帝 仅仅听 信英方 

公 告中的 -W 之词 ，自 己 将百喙 难辩。 

. 林则徐 的这份 夹片于 8 月 3  B 到 达北京 ，❽距 道光帝 8 月 

20  H 发 出谕旨 ，仅差 17 天。 

从字面 匕看， 林奏中 的“倘 所陈系 恭顺之 词”可 “优加 怀柔' 

"钦派 大臣” “来粤 查办” ，与道 光帝的 办法确 有相通 之处。 当然， 

我们 也可以 同样明 M 地看出 两人中 的不同 点：一 、林 要求 将“递 

词人 ”由 内河送 往广东 ，道光 帝命令 英军“ 返棹南 还”； 二、 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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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大臣来 査明自 己是否 有罪， 道光帝 在未查 清之前 就宣布 林“措 

置失 当”； 三、 也是最 重要的 ，林 此时尚 不知定 海已经 失陷/ ‘优以 

怀柔之 礼”应 当理解 为不必 立即开 枪开炮 ，而 道光 帝此时 已倾心 

于 i “抚” ，将 会出 台一些 给予英 人的“ 优惠” 政策。 林则 徐与道 
光帝 之间， 还是有 原则区 别的。 

毫 无疑问 ，尽 管道光 帝此时 G 经答 应英 人将对 林则徐 “逐细 

査明 ，重治 其罪” ，但心 中绝对 清楚林 属无辜 冤托， W 而在 谕旨中 

凭空加 了一句 为林开 脱的话 ，“ 受人欺 朦”， 以便为 后来的 减轻罚 
处预留 地步。 可是 ，在 他内心 的深处 ，对此 是不在 乎的。 为了解 

脱 朝廷的 困境， 别说是 冤枉， 就是牺 牲个把 大臣， 那又算 得上什 

么? © 

以上我 据蒋廷 黻先生 的发现 ，叙 及道 光帝因 英方文 献翻译 

错误 显得“ 情词恭 顺”而 倾心于 主“抚 '只 是谈到 了问题 的表层 。 
根据道 光帝后 来诸多 谕旨和 朱批， 我 们可以 看出. 他对此 似乎仍 

有一个 全面的 考虑。 

最能 反映道 光帝的 这种心 思的， 要数 他后来 在钦差 大臣伊 

里 布奏折 t 的一 段朱批 ，谓： 

“联 立意如 此羁縻 ，想 卿亦 1 以为 然也。 再太因 办理不 
. 善 ，致彼 狡焉思 逕有以 召也。 若再 误于后 ，衅 端何时 可弥？ 

且英 夷如海 中鯨鳄 ，去 来无定 ，在我 者七省 戒严， 加 以隔洋 

郡县 ，俱 当有备 ，终 不能我 武维扬 ，扫穴 犁庭。 试问 内地之 

兵民 ，国家 之财當 ，有此 消耗之 理乎？ 好 在彼志 在通商 ，又 

称诉冤 ，是 我办 理得手 之机， 岂 非片言 片纸， 远胜十 万雄师 

耶？ 想卿亦 必以朕 之识见 为是也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如此 之长的 朱批， 在道光 一朝并 不多见 ，活 脱脱地 表露出 道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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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 为得计 而意气 张扬的 心情， 也全盘 地向我 们透露 道光帝 主 

“ 抚”的 M 层原 委。 

一 、“衅 端”不 能及时 消弭。 

道光帝 根据邓 廷桢和 琦善的 奏折， 巳知英 军“船 坚炮利 '水 
师非 其对手 ，因时 清军的 战法只 能是七 省戒严 ，郡县 有备。 这种 

坐待敌 A 进攻 的方法 ，不能 及时全 歼来敌 ，擒 获敌酋 ，战 争将会 

无止境 地拖延 下去。 

如果我 们联系 起在此 之前道 光帝处 理的最 大战事 —— 平定 

张恪 尔之役 ，就 不难理 解他的 用心。 在那次 战争中 ，张格 尔初被 

击溃 ，逃往 浩罕国 ，尔 后数 次犯边 ，至 1806 年， 连陷喀 什噶尔 （今 

喀什） 、英 吉沙尔 （今英 吉沙） 、叶 尔羌 （今 莎车） 、和阗 （今和 ra> 数 

城 ，南疆 震动。 道 光帝由 此看出 一两次 的胜利 ，不 能彻底 解决后 

患， 决计不 惜一切 代价， -定 要捉住 耔犯张 格尔。 正是在 这种作 
战 思想的 指导下 ，清 军在多 次获胜 e 仍不 罢手 ，数 次深入 浩罕。 

直到 张格尔 被槛送 北京时 ，道光 帝才真 正放下 心来。 这 种代价 

巨 大擒贼 擒王的 战法， 肴起来 笨拙， 却一劳 永逸， 为南疆 获得了 

半个多 世纪的 安定。 道光帝 一贯强 调实政 ，要 求办 事完美 利落， 

不留 罅隙。 

根据 林则徐 、裕 谦关于 英军不 善陆战 的奏折 ，道光 帝误以 

为 ，在 陆地上 与英军 对敌还 是可以 稳操胜 券的。 就在他 命令琦 

善 在大沽 口“抚 夷”时 ，得 知英军 在奉天 （约今 辽宁） 海面 游弋， 于 

1840 年 8 月 29 日 谕令盛 京将 军耆英 ：“该 夷所长 在船炮 ，至舍 

舟登岸 ，则 …无 能为， 正不 妨偃旗 息鼓， i 秀之 登岸， 督 率弁兵 ，奋 

勇痛剿 ，使聚 尔歼旃 ，乃为 上策。 ”他的 这种作 战设想 ，还向 江苏、 
山 东等地 官员交 代过。 

然而， 在道光 帝的心 S 中， 此役与 T ■定 张格尔 之最大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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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 无陆地 可追。 地 面战斗 的一两 次胜利 （当时 地方官 员已报 

有厦门 ，乍浦 、崇明 等处“ 击退” 敌军） ，并 不能算 作是最 后的胜 
利。 如 果在陆 战中不 逞的英 军退至 海上， 南北 窜犯， 清朝 势必要 

在全国 几千里 海岸线 上部署 持久的 防御。 这种看 不到结 局的战 

争： 正是 道光帝 希望避 免的。 

二 、“国 家财富 ”经不 起“消 耗”。 
道 光帝继 位时， 国 库已不 充盈。 以后的 张格尔 之役、 河工渚 

项 ，开 支动辄 以子万 两计。 由于 “永不 加赋” 的祖制 ，更兼 道光帝 
缺 乏新的 思路和 胆略， 他 没有办 法改善 财政， 多 辟来源 （此 时似 

也 非绝对 没有办 法）。 因此， 尽管道 光帝心 中极不 愿意， 但又不 

能 不大开 捐例， 以 应付日 益增长 的开支 （当 时也 有通货 膨胀之 

虞）； 而他最 主要的 对策， 是货行 节约, 从减 少开支 中谋寻 出路。 

在清代 11 个皇 帝中， 他的节 俭是出 了名的 ，花 钱如同 割肉。 

打仗是 此界上 最花钱 的事。 至 184(1 年 ，淸朝 的国库 存银为 

1034 余万两 。©这 笔款项 根本应 付不了 一次大 的战争 ，更 何况 
是 旷曰持 久不知 结局的 战争。 道光 帝还指 遒用这 笔钱来 应付其 

它 急需， 也 舍不得 将之投 入战争 这一无 底洞。 
后来鸦 片战争 的事实 也证明 ，在战 争前期 ，各 地还能 得到中 

央财政 的拨款 ，到 了战 争后期 ，各 地的军 费主要 靠捐纳 来维持 

(详 见第六 章）。 财政 困难是 道光帝 在整个 战争决 策过程 中遇到 
■ 

的一大 恶魔， 挥之 不去， 纠缠 不清。 

二 、英方 的要求 在于“ 贸易” 和“诉 冤”。 
尽管道 光帝于 1840 年 1 月 才正 式宣布 停止中 英贸易 ，然因 

林则 徐的禁 烟活动 ，中英 贸舄的 停顿实 际始于 1839 年 3 月 。由 

彼及此 ，历时 已达一 年半。 然而 ，虎门 U 外的 英国 商船大 多尚未 
离去， 新的商 船间柯 开来。 由丁 林则徐 和琦善 的奏折 ，道 光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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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 迫切希 望尽早 地恢复 贸易的 金图， 感 受是很 深的。 

由于 巴麦尊 照会及 其它英 方公文 ，言辞 直攻林 则徐， 坚决地 

反对禁 烟运动 ，道 光帝误 以为， 前来“ 诉冤” 的英军 ，本是 冲着林 
则 徐的。 

由此, 道光帝 自以为 窥破了 英方的 底蕴。 他 从最最 直接的 

反 应出发 ，认 为此次 中英关 系恶变 ，对清 朝而言 ，在: P 三点 ：一、 

林则徐 禁烟； 二 、鸦片 被焚； 三 、停 止 贸易。 那么， 只要清 軿惩办 

了 林则徐 ，恢 复贸易 ，最多 再在“ 货价” 上作- 些小小 的让步 ，就 
已还清 r 所有 的欠债 P 也就 是说， 只 要清廷 取消了  IS39 年 3 月 

之 后的一 切对英 不利的 措施， 中英 关系就 应当自 然而然 校复到 
1839 年 3 月 之前的 局面。 以这 些让步 换取避 免战争 ，道 光帝认 

为是合 算的。 

至于巴 麦尊照 会中提 出的各 项要求 ，道 光帝 本来就 不觉得 

是应还 之债， 只是“ 英夷” 藉故而 “乞” 非分之 “恩'  似乎并 没有完 
全放 心上。 从后 来的谕 旨和朱 批中， 我 们还会 发现， 他甚 至都忘 

记了 （详 见第四 节）。 

道光 帝完全 打错了 算盘。 只要 看看巴 麦尊照 会中的 出价， 

就完 全可以 断定， 道光帝 的主“ 抚”政 策注定 失败。 而他 自以为 

在陆 路还能 取胜、 国库中 还有一 点银子 ，也 就为他 交易不 成重新 

主 “剿” 铺通了 道路。 

道光帝 不无豪 迈地写 下“片 言片纸 ，远 胜十万 雄师” ，时为 

1840 年 10 月 13 日。 此时英 军已果 如其命 ，“返 掉南还 ”了。 

8 月 22 日 ，琦 善收到 道光帝 决意主 “抚” 的两道 谕旨后 ，立 

即 派人寻 找正在 山海关 一带游 弋的英 军舰队 ，告 知大皇 帝已有 

“恩旨 ”，“ 速来听 宣”。 此后的 20 多天里 ，他 与英 方的往 来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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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迖 1() 通 ，并于 8 月 30 日 在大沽 海滩的 帐篷里 与懿律 和义律 

直接 酎谈。 在最初 的日代 他听到 一位“ 通事” （翻 译） 的“ 私相吐 

露” ，感到 英方“ 似有 愧恨之 心”， 自 觉尚有 把握； ◎然 而后在 fe 达 

6 小时的 直接谈 判中， 争吵的 声咅- 盘 传到帐 外人的 耳中， 又觉 

得事情 不那么 好办。 ©尽管 他内心 清楚， 以 武力对 杭并非 善策, 

但 在谈判 一无进 展之时 亦决定 ，若英 军登岸 滋事也 只能“ 幵炮轰 

击 ％® 然 而， 就连他 自己也 感到意 外的是 ，9 月 13 日 ，他 同时发 

出两道 谕旨， 据“理 ”辩析 ，劝 懿律等 南返； 两天后 ，英 军竟 然真的 
同意 广。 

懿 律和义 律所以 同意南 下， 是因为 民达 1 个 多月的 交涉毫 

无结果 ，如 此无基 地的海 上漂泊 不知将 结束于 何时； 北 方的军 

情 、地理 不熟悉 ，贸然 进攻感 到没有 把握； 更 何况季 风将要 过去， 

北方冬 季海洋 冰冻, 将给舰 船的行 动带来 不便。 干是. 他 们改变 

手法 ，曾在 9 月 1 日 的照会 中提出 清方先 允诺部 分要求 （赔 偿烟 

价） 作为 南下的 条件。 © 

琦善在 会谈和 照会中 ，感 到烟价 一事绝 不会轻 易了结 ，奏折 

中 也数次 提起。 而他在 9 月 13 日的 第二道 照会中 ，对此 答曰： 

“如贵 统帅钦 遵谕旨 ，返 棹南还 ，听候 钦差大 臣驰往 办理， 虽明知 
烟价所 值无多 ，要 必能使 贵统帅 有以安 如初。 则贵 统帅回 国时、 

自 必颜 面增光 © 用“ 天朝 ”语言 的角度 来肴， 琦善这 一段 答词， 

似 乎没有 承担赔 偿烟价 的义务 （至 少也不 符合英 方“奉 御廷明 

示 ”的要 求）； 但 若从西 方的外 交词令 来看， 又似 乎已承 担了义 

务。 “天朝 ”与西 方的话 语， 本来 就有相 当大的 差距， 致使 此后的 
谈判， 屡屡出 现此类 问题。 依 据懿律 和义律 的理解 ，琦善 已同意 

赔 偿烟价 ，在 复照中 称:“ 是为货 价之所 以必行 偿还” ，“本 大臣等 

接文 ，将大 见安慰 ”，© 于是立 即率军 南下。 而琦善 的真实 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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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奏 折中说 的明明 白白： 

“ 一面恪 遵谕旨 ，示 以 烟土本 系违禁 之物， 即 径烧毁 ，大 
皇 帝断无 准令偿 还 之理。 复因该 夷曾问 委员有 求 可以复 

命之说 ，故臣 仰体 密谕， A 为出自 臣意， 以经 钦差太 臣秉公 

查 办之后 ，总必 使该夷 有以登 复该国 王,： 另给 公文， 隐约其 

词 ……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按照琦 善的这 一说法 t  9 月 13  H 他给懿 律的两 道照会 ，前 

一道 是朝廷 的正式 答复； 后 -道是 据道光 帝“相 度机宜 ”的渝 

旨， © 以直隶 总督的 身份进 行劝告 的“说 帖”。 此 时道光 帝尚未 

同意赔 偿烟价 ，琦善 虽有此 心， 但也不 敢承拘 义务， 故“ 隐约其 

词”， 

可是 ，就我 们看到 的这两 份公文 来说， 格式完 全一致 ，起首 

有“为 照会事 '结 尾作“ 须至照 会者” 等语， 看不出 有什么 区别。 

虽说 “照会 ”这一 公文格 式也有 琦善的 创意， @也 为当时 中英平 

等文 书的往 来找到 了-条 出路； 但他毕 竟没有 近代外 交知识 ，分 

不 清对外 国说来 ，朝 廷或直 隶总督 都代表 政府， 都 应承担 责任； 

个人 的“说 帖”不 应由官 方名义 出现。 无怪 沪懿律 等人将 后一道 

名为 “照会 ”实为 “说帖 ”的文 当作 正式的 答复。 而且, 退一步 

说， 即便 是“说 帖”， 琦善 这种“ 隐约其 词”的 方法， 又哪里 像是办 
理近代 外交的 模样？ 

然而， 对 道光帝 说来， 英军的 南返， 无疑 证明其 主“抚 ”决策 
已明 验大效 ，就连 由琦善 进呈的 懿律和 义律的 照会中 ，也 有这样 

的 文字: “兹据 贵爵阁 部堂钦 奉谕旨 ，令为 南返者 ，本公 使大臣 

等 ，即将 依照而 行"® (重 点为 引者所 标）， 明确表 示对大 皇帝的 

“恭顺 \ 同时 ，他 还因为 琦善善 体其意 ，晓谕 开导而 建奇功 ，又 

在琦善 9 月 13 日 的第二 道照会 h 朱批 ：“所 晓谕者 ，委曲 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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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合 体统， 眹心蛊 悦之至 月 n 日 ，他一 面由内 阁明发 上谕， 

命琦 善为钦 差大臣 ，“驰 驿前往 广东， 查办事 件”； 一面由 军机宇 

寄 上谕， 让琦 善料理 完结大 沽口诸 务后， “迅速 进京请 训”。 © 

有 论者将 道光帝 、琦 善等人 此期的 主“抚 '概括 为“投 降”， 

并引 申 出“投 降派” 的种种 说法。 我以为 ，此 论似 缺乏历 史感。 

就中文 的本义 而言， “ 抚”指 的是“ 抚慰” 、“安 抚”， 有 时也作 

“据有 ”讲, 如当时 的一句 套话， “ 大皇帝 抚有万 邦”。 在中 国的传 

统 的政洽 术语中 ，抚 ”的意 义大 抵相当 于今曰 的“和 '但 其中又 

有重要 a 微妙的 差别。 “抚” 与“羁 縻”可 以互通 互换。 它 是指中 
央 朝廷对 各地的 造反者 和周边 地区的 民族或 国家， 采取 妥协的 

方法 来达到 和平， 其 结果不 外乎对 受“抚 ”者作 出一些 让步， 并加 

官 晋级。 它有 着由上 而下， 居 于主动 的地位 I 也意味 着受“ 抚”者 

对 施“抚 ”者的 臣眼。 施“ 抚”者 与受“ 抚”者 在地位 上有高 K 
之分。 

在中 国传统 的政治 历史中 ，“抚 ”就如 同“剿 ”一样 ，是 帝王 

们交并 轮番使 用的两 种重要 手段。 一般 地说来 ，可战 而胜之 

时用“ 剿”； 战而 不能胜 时则用 “抚'  用“剿 ”时命 将出兵 ，讨而 

伐之； 用“抚 ”时往 往换马 ，诿过 T 主管 官员 （实 为替罪 羊）， 另宣 

大 皇帝新 “恩'  以能循 归常态 9 无 论在中 国的历 史上还 是仅在 

清朝的 历史上 ，“剿 ”与“ 抚”都 有诸多 的实例 和经验 ，道光 帝也知 
详 用通。 

按 照儒家 的理论 ，大皇 帝是“ 天下共 主”， 对于“ 负屈” 的外藩 

理应 为之“ 伸冤” ，方显 得大公 至正。 按 照清朝 的实践 ，英 国本属 

“化外 '若 非问 鼎中原 面一时 难以“ 剿”灭 .作- 些迁就 ，宣 示一 

下 大皇帝 的浩荡 皇“恩 ”， 也不失 为是一 种恰当 的解决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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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可见， 道光帝 此时主 “抚” ，全可 从祖法 祖制中 找到根 

据 ，非为 无来历 ，“ 抚” 与“降 ”之间 .有 着严格 的区别 。⑭巴 麦尊要 

中国 伏“降 '道 光帝却 要英国 就“抚 '今人 看来实 属荒谬 ，然当 

时决定 “抚” 计和执 行“抚 ”策的 道光帝 和琦善 ，却感 到道顺 理合。 

1840 年 10 月 3 日 ，第二 位派往 广东“ 査办亊 件”的 钦差大 
臣琦善 ，在 面聆 圣训后 ，踏 上征途 ，出京 南卜％ 道 光帝究 竟对他 

讲 了什么 ，今天 成了难 以査清 的迷； 但道光 帝先前 的一道 谕旨， 

又似可 全部概 括其使 命：“ 匕不 可以失 国体， 下不可 以开边 
毫无 疑问， 这道貌 似全面 的谕令 ，如 同先前 的既要 杜绝鸦 

片来源 又不许 挑起衅 端一样 ，又 是一 个无法 执行的 悖论。 在琦 

善一 行仪仗 前驱摆 队列班 的威风 之中， 我们可 以隐约 肴见， 5 个 
月后 ，他披 枷带锁 兵弁押 解原道 返冋的 身影。 

英军南 F 了。 

琦 善也南 下了。 

北方的 危局消 弥之后 ，道 光帝对 S 己的 “驭夷 ”能力 产生了 
虚假的 估计。 为了使 英军顺 利南下 ，他根 据英方 的请求 ，下 令沿 

海各省 不必开 枪开炮 ，以免 再战。 为了节 省军费 ，他 收到 山东巡 

抚 关于英 军已过 山东洋 面的报 告后， 急忙 下令沿 海务省 酌撤妨 

兵 。©尽 管此时 定海还 在英军 的手中 ，怛全 国紧张 的局势 也似乎 

在 在面上 已平静 F 来， 他估计 战事即 将结束 。©在 一派踌 躇满志 

之际 ，他 又忽然 想到当 时主“ 剿”时 的忙乱 ，觉 得是一 场虚惊 。如 

果早 H 收到 英夷 “伸冤 ”的投 15, 如果早 H 相机 办理速 定主 “抚” 

大汁， 那又 何来此 等许多 周折。 ® 为此， 他越想 越恨， 不免 圣怒大 

作。 10 月 7  他 下令将 巳 革浙 江巡 抚乌尔 恭额拿 问解京 ，交 

刑部 审讯， 罪名竟 然楚拒 收“夷 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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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 社会中 ，独 裁者原 本可不 用讲道 理的。 因为， 所有的 

道理 都在他 -1 人 乎屮。 

三 伊里 布与浙 江停战 

1840 年 F 半年至 1841 年春， 肯定是 两江总 督伊里 布-生 

中最不 寻常的 时期之 - 1。 他跌 落干先 前闻所 未闻的 境地。 

何是， 在 这一时 期的最 初时日 子里， 这 位被后 人称为 "投降 

派” （或 主和派 ，或 主“抚 ”派〉 主力 队员 的封疆 大吏， -开 始也是 

主“ 剿”的 ，就像 道光帝 和琦# 〜样。 
1840 年 7 月 9 日， 履新未 久的伊 里布 ，遵旨 严防鸦 片海上 

走私 ，刚 刚 查勘了 吳 淞等地 的海 U 情形 ，检 阅 营伍 ，问 到苏 州时, 

突 接浙江 巡抚乌 尔恭额 的咨令 ，得 知有 “夷船 ”在浙 洋游弋 。次 

H， 又奉 江苏 巡抚裕 谦转来 的浙江 藩臬两 司 的禀报 ，得 知定海 一 

带 有“夹 板夷船 ”20 余只。 他的第 一反应 与前叙 道光帝 的态度 

完全 一致， 认为“ 显因粤 、闽两 省驱逐 严密， 阑人 浙洋， 居心叵 
测'  尽管 他此时 还不知 道中英 两国巳 经开战 ，甚 至不知 道来犯 

者为 何国之 “夷” ，但都 不影响 他立即 f  7 月 11 日重返 吴淞海 

口 ，并 定卜对 策：若 “该夷 ”竟敢 闯人江 苏海面 ，就先 行封港 ，杜绝 
勾结 （ 也无须 英军实 行封锁 了） ，然 G 示以 兵威. 驱逐出 境 。 与此 

同时 ，他 迚 飞 咨沿海 各省将 军督抚 ，通 报军情 。奶 

7 月 13 日 ，伊里 布到达 吴淞， 与闻讯 先期赶 到的江 南水陆 

提督 陈化成 会合。 次 H, 又得浙 江消息 ，称“ 夷船” 兵分两 路，〜 

路进 攻定海 ，一 路向西 驶去， 不知其 目的。 伊黾布 恐向西 驶去之 

“奥船 ”将窜 犯江苏 ，便 立即作 出一连 串的决 定：一 、在海 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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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 域宝山 （含 吴淞） 、上海 、崇 明三处 ，部署 防兵共 1 万名 ，以备 

接战； 二 、从藩 、运 两庳 中支银 4 万两 ，哲充 军费; 5、 令江 苏布政 

使 办理火 药军资 ，务期 足用； 四 、令江 苏按察 使整饬 驿递， 保证奏 

折 、谕旨 及各处 文报敞 通无碍 ，便 r 情报和 指挥； 五、 A 己坐镇 t 

海宝山 之间， 就近实 施指挥 o 尽 管如此 ，他 对局势 仍未冇 充分的 

佔计 ，在 奏折中 说明， 一旦接 到浙江 “逆夷 就歼” 的消息 ，立 即“撤 

防 驰奏' ◎ 
予 7 月 17  伊里布 乂得浙 抚咨会 ，知定 海失陷 ，镇 海危 

急。 他看出 局势的 严重， 便扩人 / 江苏 的防御 区域， 同时 依据其 

两 江总督 的职权 ，调 安徽兵 1600 名、 漕标兵 450 名、 河标兵 900 

名 往援江 苏各海 U; 调 江西兵 1000 名， 驻扎苏 州 、镇 江-带 ，充 
预 &队； 命安徽 拨库存 火药、 铅九各 5 万斤 ，解江 苏海口 备用。 

此外 ，他 听说“ 夷船” 极高大 ，江 苏水师 船只过 于“卑 小”， 便饬 

下属 “封备 ”闽、 粤大型 商船数 十艘， 以俟随 时雇用 ，配 合水师 
作战。 

7 月 31  伊 里布接 到道光 帝派拨 水师数 千名援 浙的命 

令， 便从 江苏仅 有的外 海水师 2900 名中 ，抽出 2000 人， 作好准 

备 ，随 时听命 开拔。 © 

8 月 12  伊里布 奉到道 光帝派 其为钦 差大臣 、前 往浙江 

主 持军务 的谕旨 ，仅随 带数人 ，当 9 起程 《 在 途中， 因奉 到道光 

帝进 攻定海 的计策 ，上 奏谈及 其规复 失地的 谋略： 或多设 疑兵， 

或阴 遣间谍 ，或先 攻其分 据之区 ，或直 捣其屯 聚之处 。 由此而 

见， 其谋略 虽未最 后定计 ，然 3 信却 +乏其 坚定。 他当时 感到的 

唯一的 困难， 就 是渡海 作战所 需要的 战船， 但又感 觉问题 不难解 
决。 在 江苏时 ，他就 动过雇 募商船 的脑筋 ，此 次听 说浙江 已经雇 

船。 即便 这些雇 船“尚 难合用 '也 只需赶 紧“添 造数只 '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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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资攻 击' ㉔ 
8 月 23 日 ，伊里 布到达 宁波。 

从最初 这…个 多月的 经历中 ，我 们可以 看出， 伊里布 的态度 

与任何 -位 清朝官 员并无 二致， 只是一 意主“ 剿”； 而在实 际行动 

中 ，乂显 露出比 任何一 位清朝 官员更 为干练 的气质 。 + 旦获得 
情报， 立即形 成对策 ，立 即上奏 报告， 净利 落而不 失周全 。他 

是 清朝官 员中第 一个未 经请旨 或奉旨 ，便调 动外省 军队的 ，第一 
个未经 请旨或 奉旨， 便 在军费 、军火 、驿 递等等 号作战 有关的 

诸方而 ，采取 果断措 施的。 旁 的不说 .仅调 兵一项 而言， 除沿海 
各 地原驻 兵弁外 ，他在 短时间 内檄调 苏皖赣 H 省、 漕河两 督标共 

计 10,900 名兵弁 ，增援 江 苏各海 n。® 其 数量超 过沿海 任何… 
个枵 份。 

伊里布 所做的 这一切 ，表 明他无 愧为道 光帝所 倚重的 能员。 

口 r 是， 一到浙 江前线 之后， 伊里布 变了。 原有 的信心 如云雾 
在阳 光下之 消散， 原有的 经验因 情势不 同而统 统派不 上用处 t 

老谋 深算的 伊里布 ，遇 到了新 冋题。 

伊黾布 ，隶 籍满洲 镶黄旗 t 家世 可追溯 到显祖 塔克世 （努尔 

哈赤的 父亲） ，按 照清代 制度， 为“觉 罗”， 又因口  r 身系 红带. 又你 

“红带 T”. 在清朝 町 兑是血 统高贵 之人。 他的另 一项不 同凡响 
的优长 ，是 科班 出身， 二 甲进士 ，这在 满人中 是不常 见的， 可谓佼 

佼者。 他 最初供 职于国 f 监。 】8]2 年 ，外 放云南 ，作 _r 逋判之 
类的 地方官 ，违级 晋升。 1819 年， 因拘捕 入境的 緬甸造 反苦交 

湎 甸当局 “自行 究办'  以 保边境 安宁， 而始获 中枢注 遂:。 1821 
年 ，又 因剿平 当地少 数民族 造反， 获道 光帝的 青睐， 随之 进人仕 

谜 S 腾 时期， 先后历 安徽太 府知府 、山丙 冀宁道 、浙 江 按 察使、 



湖北 布政使 、浙江 布政使 、陕 西巡抚 、山东 巡抚。 四年间 迁官七 

次。 虽说 是台阶 一级都 未拉下 ，但速 度极快 ，常 常旧掎 尚未坐 

热 ，新 职又在 招手。 

对 伊里布 来说， 内地 为官 一圈， 非其立 功扬名 之所， 边疆似 
更适应 其施展 身手。 1S25 年 10 月 ，伊 里布丁 父忧刚 满百日 ，道 

光 帝便按 照旗人 的规矩 ，命他 署理云 南巡抚 ，丁忧 期满改 实授。 

1835 年 ，迁云 贵总督 P  1838 年 ，授 协办大 学士， 为 当时疆 吏中获 

此 殊荣的 第二人 （另一 人为琦 善）。 1839 年 ，又赏 戴双眼 花翎。 

云 南是少 数民族 聚居的 地区。 自 雍正帝 改土归 流之后 ，由 

清政 府直接 治理， 但常 有事端 发生。 对清朝 统治者 说来, 此处的 

官缺属 “繁” 、“要 '“冲 ” 、“难 ”四全 ，多 置有力 疆臣。 伊里 布平时 

为 政宽和 ，以 求减 少矛盾 ，但一  & 出现 反叛 ，便毫 不手软 重兵强 
m, 以迅 速制止 蔓延。 即所 谓宽猛 互济 6 在他任 职期间 ，云 南显 

现出少 有的安 定静谧 ，甚合 道光帝 的心意 ，多 次褒奖 优叙。 而他 

所受 到的最 重一次 处分， 竟是 1830 年上奏 请求参 加平定 喀汁噶 

尔叛乱 ，反 被道 光帝狠 狠训斥 r  一顿 ，结果 是“革 职留任 
伊里布 的官宦 生涯中 t 四分之 三是在 云南度 过的。 长久的 

“ 天高皇 帝远” 的边猶 经历， 养成 其果敢 的性格 、干练 的作风 ，也 
培植其 强烈的 自信。 

然而 ，此时 非彼时 ，此 “夷 ”非他 “夷” （当 时清 政府亦 常称边 

疆少 数民族 为“夷 ”）。 挟坚 船利炮 浮海东 来的“ 唤夷 '不 是他当 
年 得心应 手对付 的边疆 少数民 族了。 

与北 方的琦 善相比 ，伊 里布的 困难又 似多了 一层。 道光帝 

交给伊 里布的 使命， 是渡海 作战， 收复 定海。 ® 

虽说舟 山本岛 至大陆 的镇海 ，海 上距 离不过 30 公里 ，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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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最近端 ，仅有 H) 余公里 ，渡 海作 战也算 不上远 泎进攻 。何 

是， 这 么一道 窄窄的 海峡， 却毫 不留情 地阻断 r 伊 里布的 进兵路 

线 ，更 何况镇 海一带 海面， 尚有 执行封 锁任务 的英国 军舰。 
伊里布 到达镇 海时， 乌 尔恭额 等人因 定海失 陷而调 集的兵 

汴已 经齐结 ，共 有水师 3000 名 ，陆师 2000 名。 对清 军说来 ，一 

地集 结兵力 5000 人并不 算少， 但当 时清军 的情报 称定海 英军有 

战舰 30 余艘， 陆军七 、八 千人 ，伊 里布自 然不敢 “冒然 进攻， 轻为 
尝试'  虽 说正在 增援浙 江的， 有伊 里布所 调安徽 寿春镇 王锡朋 

部 1200 人， 以及随 福建陆 路提督 余步云 入浙的 福建兵 500 人、 

雇 募水勇 1000 人 ，以 当时入 的观念 ，用 7 陆 路进攻 的兵力 不乏； 

但伊里 布最急 迫需要 的水师 战船， 却没有 着落。 而且 ，伊 里布入 

浙前曾 指望在 镇海造 船一事 ，也 因“ 浙省所 产木料 均属短 小”而 
无法 进行。 

因此， 8 月 28 日 ，伊 里布发 出入浙 后的第 -份 奏折， 要求道 
光 帝调广 东水师 、福建 水师各 2000 人， 加 上他在 江苏集 结备调 

的水师 2000 人， 四 省大军 汇合， 联合 进攻， 收复 定海。 © 

伊里布 的四省 水师联 合进攻 的作战 计划， 以 今日的 军事知 

识观之 ，根本 上就是 错误的 一则闽 、粵水 师仍不 是英军 对手， 

很 对能在 途中就 被英军 3? 溃 （邓廷 桢已觉 察）， © 再则闽 、粤 因英 

军的压 力而颇 感兵力 不敷， 决 不可调 出数千 水师。 事 实上， 1840 

年 8 月 4  R ， 伊里 布还在 两江本 任上， 得知 浙江巡 抚乌尔 恭额上 

奏请求 调粤、 闽水师 北上时 ，曾 h 过一道 奏折， 支 持乌尔 恭额的 
建议， 四 畨 联合 计划， 萌生于 此时。 由于 该奏折 不是加 急速度 如 

是以 普通速 度发往 北京的 ，道光 帝迟至 8 月 23 日 才收剖 ，此时 

的 伊里布 巳是负 责攻剿 、收复 定海的 钦差大 臣了。 这一 论调不 

免使 道光帝 大怒， 朱批 驳斥。 @道 光帝站 在全国 的立场 上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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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尽管 他对英 军未来 行动的 判断有 如肓人 摸象， 但也很 实在地 

指出 r 此类行 动有拖 延时间 、可  1 卸责任 的弊陋 0 

由此， 我们又 可以# 出 ，不论 伊里布 h 奏时出 于何种 动机， 

他的 四锴联 合进攻 的计划 ，在 实际操 作中， 至少需 几十天 兵力集 

结 的时问 ，使伊 里布有 了缓于 进攻的 理由， 获得了 他此时 最需要 

的准备 时间； 同时， 本 应由他 一人承 担的进 攻定海 的责任 ，通过 
调 派水师 的行动 .分 散到粤 、闽 、苏等 省官吏 身上， 减轻了 自己的 

负担。 

这或 许是伊 里布提 出此策 的高明 之处。 

但是 ，就在 伊里布 正式上 奏此计 划不久 ，道光 帝的这 段朱批 

到浙 ，使他 不得不 打消这 一念头 ，面 对这道 严旨， 他后 来上奏 

时 讪讪地 自我辩 解：调 集水师 的计划 只不过 是“先 壮声势 '以便 

乘机 将陆平 偷运至 岛上， “直捣 其虚， 袭 取城邑 这番 话明显 
是 为了顺 &帝 意而 编造， 绝 非真实 想法。 

可是 ，话语 可以随 意编造 ，而收 复定海 的任务 却不是 用言词 

时能敷 衍的。 它是 摆在伊 里布面 前实实 在在的 难题。 

从江 苏吴淞 到浙江 镇海， 由两 江总督 而钦 差大臣 ，伊 里布不 

再丧现 出先前 的精明 、果 敢和 自信。 在英军 的肆横 面前, 他似乎 

已 经看出 武力收 复定海 的任务 不可能 完成， 但又不 敢明言 直陈。 

于是， 举 措从实 在归于 空虚， 言 词由明 确变为 含混。 我们 读了他 

这 一时期 的奏折 ，可以 曲折地 看到他 迷茫的 内心。 
昔日 伊里布 的精神 风采， 已经不 复存在 t] 

正 当伊里 布为收 复定海 之事而 一 筹莫展 之际， 北方 局势的 
变化， 又 给他带 来另谋 出路的 生机。 

iS40 年 8 月 25  道光 帝收 到伊里 布赴浙 途中发 表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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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根 据天津 的形势 ，给 f 指示： “ 必须访 察明确 ，谋定 后动， 断不 

可急阍 收复， w 昧轻进 。”  © 道光 帝的谊 道渝令 ，及 时地解 r 伊里 
布的阳 u 它虽 然没冇 改变 收复定 海的任 务规定 ，但却 在时间 匕 

给 伊里布 留下了 充足的 余地。 再说 ，琦 善办理 “诉冤 ”桌帖 、命令 

浙省 接受“ 呈递 宇件'  种种 情节， 表现出 与 先前势 不两立 完全不 

同的 风格。 按照清 朝官场 用语的 内涵， 显露出 屮 枢有意 于“逆 
夷” 和缓的 倾向。 

伊里布 老谋深 筇， s 然看 出道光 帝的盘 思。 他与此 时已经 

到浙 的福建 陆路提 督余步 云一番 商讨后 ，于 9 月 8  HUi 奏 ，认为 

琦 善在天 津办理 “r? 帖”， 浙江 此时 就不宜 进攻， 以免 彼此相 左。 

浙江此 时的任 务遍： 一 、从严 防范， "不 令逆夷 窜入口 内”； 将 

进攻定 海之噴 “密 为部署 ％® 也就 是说， 伊里布 乘此饥 会， 自作 
主 张地改 变了自 己的 使命， 即从海 上进攻 定海换 成从陆 t 防守 

镇海 等处。 明眼 人一看 即知， 密为部 署”实 为“暂 为搁咒 ”的障 
n 幌子。 

英 方此时 m 意在 谈判 ，伊 里布此 时放弃 进攻， 浙江和 局由此 

产生 y 

可伊 里布的 这份奏 折到京 时， 正值英 军离开 天津， 游弋海 

上。 道光 帝不明 英军的 去向及 下一步 的打算 ，于 9 月 16 日发出 

渝 旨：“ 所有攻 剿唞宜 ，该 大臣仍 密为部 署”， 并称舟 山地广 ，英军 

无法处 处设防 ，让伊 里布探 明情况 ，“ 以为进 攻之计 伊里布 9 

月 24 日收 到此谕 ，仅 仅过了  +天， 又收到 道光帝 9 月 17 日谕 

旨， 宣称英 军已“ 听受 训谕” ，全数 “起碇 南卜'  时 定海英 军亦将 

“先撤 一半'  命令 伊里布 等对南 下的英 军“不 必开放 枪炮” ，“勿 

以攻 击为先 朝 廷正在 为“抚 ”计之 胜而庆 贺时， 伊 里布的 
“ 和”计 也获得 艾上的 批准。 

190 



就 在此时 ，浙 江又发 生了一 件寧。 

1840 年 9 月 19 日 ，英 国远征 军海军 司令泊 麦致函 浙江巡 

抚和浙 江提督 ，寊 称天 津谈判 期间， 英 方不会 交战； 指责 清方煽 

动民众 ，拒 供给养 ， 缉拿 安突德 （P.  Atastrmher) 等人； 要 求清方 

立即 放人， 并声称 英俘若 有半点 伤害， 必将 报复。 ® 

安突 德是英 军陆军 上尉， 在定海 测绘地 图时， 为乡民 所执。 

此外 ，淸军 此时还 在定海 、镇 海等处 俘获“ 黑夷” （指孟 加拉人 ）8 

名 参加封 锁长江 n 的英军 运输船 风鸢号 （Kite) 在返 航中失 

事 ，其 29 名船员 （包括 3 名英军 军官和 1 名英国 妇女） 也 被清军 

俘获 

伊里布 9 月 22 日收 到伯麦 的信件 ，立 刻敏锐 地感到 ：既然 

英方要 安突德 ，那 么清方 止 町 就此机 会提出 条件。 9 月 24  H， 

伊电布 以浙江 巡抚乌 尔恭额 的名义 ，照 会伯麦 ，告 知钦差 大臣的 

到来 t 宣布释 俘的条 件是英 方“撤 退兵船 ，将定 海县城 献出” 。为 

广 使他的 建议更 H 诱 惑力， 另外 承诺： 、除安 突德等 人外， 风鸢 

号被 俘船员 29 人亦 可一同 释放; 二 、先 前英 方来函 中提到 的“逋 

商” 一乳亦 可“代 为奏清 

伊 里布复 照时， 伯 麦不在 舟山， 由英舰 伯兰汉 号舰长 辛好士 

(H.L.F.Senhouw) 上 校主持 舟山军 务。 他和伊 里布于 9 月 25 

日和 2S  H 互换 了照会 。㉚ 

9 月 28  H， 即发照 给辛好 士的当 £3, 伊 里布上 厂一 道长篇 

奏折。 他 先是吹 嘘了一 下水陆 并进收 复定海 的设想 ，表 明自已 

己“ 密为部 署”； 然 后笔锋 - 转 ，声 称天津 的情况 已证明 英方已 

“ 俯酋贴 耳”/ ‘有向 比 之忱” ，浙 江此时 宜应“ 招抚” ，以符 合道光 

帝 “弭衅 息兵” 之意； 最后 ，他 才托出 了 以战俘 换失地 的计划 ，表 

示将效 法琦善 ，等到 伯麦回 到舟山 之后， 将“备 文向其 开导”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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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迅速 撤兵， 归我 疆七， 以免劳 师縻饷 这道 奏折于 10 月 7 

曰 到 达北京 ，道光 帝颇为 欣赏， 朱 批多有 褒语， 立即 批准。 

9 月 28 日 ，正 是伊里 布上奏 的当天 ，他 所等待 的伯麦 末到， 

而 英国远 征军总 司令兼 全权代 表懿律 等人， 由北方 南下抵 舟山。 

他 看到伊 里布的 照会后 ，即于 9 月 29 日复照 ，言词 强硬， 声称若 

不 释放被 俘人员 ，将认 为清方 已开始 了“敌 意行动 '他 将可能 

“亲 自到镇 海”， 

伊里 布见懿 律有交 战之意 ，连 忙复照 解释。 他提出 了自己 

的理由 ：章获 英俘事 在奉到 钦差大 臣琦善 南下广 东会谈 的谕旨 

之前， 当时“ 彼此正 在两相 拒守'  不能视 为交战 之举。 他 仍将释 

放 英俘和 归还定 海联系 在一起 。⑩ 

10 月 2 日 ，英 全权代 表义律 和翻译 马儒翰 赴镇海 ，伊 里布、 

余步云 等人与 之直接 会谈。 英方要 求释俘 ，清 方要 求归地 。参 

加会谈 的伊里 布家仆 张喜， 曾 录下一 些伊里 布的话 ，让 人可以 厂 

解 其内心 想法： 

“大皇 帝格外 施恩 ，准 尔通商 .尔 等 将何以 报 答？” 

“我们 办事， 必 令你们 下得去 ，亦必 令仿们 回得国 ，复得 

> 命。 你们 办事须 教我们 下得去 ，教我 们奏得 大皇帝 ，教 我们 

大皇帝 下得去 。”⑩ 

前 -句话 说明了 伊里布 对“逋 商”的 看法， 实际上 也托出 其对解 

决中英 争端的 底价； 后一 句要求 互给台 阶“下 得去” 的话， 已不见 

“ 大朝” 大吏对 “逆夷 ”应有 的敌忾 之气， 而 其中的 老辣只 有官场 

老 +才能 为之。 这一 次会谈 理所当 然地毫 无结果 u 但伊 里布听 

到 义律曾 脱口说 出“原 不欲久 据定海 ”一话 .觉 得此事 还有希 

望 。㊃此 U， 10 月 3  口 ，懿律 又送来 1 份照 会， 10 月 4 日， 伊黾布 

复照， 内容 仍是一 方要求 释俘， 1 方要求 归地， 与前 并无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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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 的知识 作判断 ，很 显然， 伊里布 的计划 只是他 个人的 

一厢 情愿， 肯定 行+通 。 英国在 其殖民 史上， 对战俘 一事， 大多 
是发动 更人规 模的武 装行动 迫对方 屈服。 然而， 此时中 英刚刚 

进 入对等 直接谈 判阶段 ，预定 的广东 会谈尚 未进行 ，懿律 和义律 

虽曾 发出不 惜动武 的暗示 ，但 毕竟不 敢轻率 行动， 只是希 望通过 

交涉来 解决。 可是 ，伯麦 、辛 好士 、懿律 等人一 次次的 文书， 义律 

亲赴镇 海谈判 ，反 使伊 里布误 以为安 突德是 …个重 要人物 ，更觉 

奇货 可居。 由 于错误 的情报 ，伊里 布以为 英军原 有定海 撤军一 

半 的计划 ，他曾 打算英 军真的 撤走一 半后， 他将“ 酌量释 放”英 

俘， 以 便使其 “即赴 粤东， 听候 查办％ 

定海 英军撒 退一半 的消息 T 伊里 布得自 道 光帝， 道光 帝得自 
琦善 ，琦善 得自白 含章， 而据 琦善的 奏折， 白含章 得自与 英军军 

官的 交谈。 从英方 资料中 ，我 还找不 到相应 的记载 ，看来 此事难 

以对证 。 从情理 来判断 ，英 方在天 津谈判 期间似 乎还不 可能对 

定海驻 军的数 量作出 决断。 但是 ，当懿 律和义 律回到 定海之 

确 实有放 弃此地 的设想 ，前面 提及伊 里布听 到的义 律作“ 原不欲 

久据 定海” 一语， 并 非空穴 来风。 

9 月 28 日 ，懿律 和义律 一踏上 舟山而 得到的 第一个 消息， 
便 是此地 英军正 处在可 怕的病 疫之中 ，其 中最主 要的原 因是水 

土  + 服。 1840 年 7 月 13  H 至 12 月 31 日， 英军 住院为 5329 人 

次 ，死亡 448 人。 你就死 亡数字 而言， 英军 在舟山 病死的 人数是 

其两年 多战争 中战死 人数的 5 倍； 就 住院人 数而言 ，以 1841 年 

I 月 舟山驻 军数量 作标准 （  1762 人）， 那么， 平均每 入住院 3 次 

以 

坊管 严重的 病疫使 英军难 以久留 ，但他 们也不 愿白白 放弃。 

9 月 29  H， 懿律和 义律 In] 到舟〗 N 的第 二天， 给 外相巴 麦尊写 r 193 



一份 报告， 提到 撤出舟 山的条 件是， 订 立一项 包括赔 偿鸦片 、割 

让广 东岛屿 、开 放通商 n 岸诸 条件的 条约。 ㉙这与 伊里布 的释放 

俘虏 、恢 复通商 的承诺 相比较 ，差 距实在 太大。 

尽 管以战 俘换失 地的计 划未能 落定， 但伊 里布和 懿律之 

N 还是有 着某种 约定， 这就是 后来被 人广泛 S 扬的 《浙 江停战 

协定 
* 

1840 年 10 月 5 日 ，懿 律收到 伊里布 1() 月 4 日的照 会后， 

复照 伊里布 ，没 有要求 释俘， 反而称 先前的 交涉中 双方都 有“误 
解'  他 声称自 己没有 注意到 安突德 被俘时 ，浙江 方面尚 未奉到 

“不可 相柜交 战”的 谕旨。 他要 求伊里 布在“ 咨会” 中明确 表示已 

奉到这 一谕旨 ，同时 ，他也 将下令 英军停 止敌对 行动。 至 于归述 

定海 一#， 他提议 ，将 在与琦 善的谈 判中连 同其他 问题- 1 起解 

决 。❽ 
懿律此 处提到 的“不 可相拒 交战” 的谕旨 ，当 指英军 从天津 

南下后 ，道光 帝下令 对南下 英军“ 不 必开放 枪炮” 一事。 伊里布 
先 前的照 会亦提 及此事 ，但 未说明 谕旨的 内容。 可是 ，懿 律的这 

份照会 ，如 同鸦片 战争中 诸多英 方文件 + 样 ，汉译 不甚明 凸， 伊 

里布末 解其意 于是 ，他 在复照 中仍坚 持归地 释俘的 说法。 ® 

10 月 13 日 ，懿律 照会伊 里布， 再次询 问是否 奉旨“ 著令戢 

兵”  伊里 布这才 明白懿 律的真 £ 目的 ，于 10 月 14 日 复照， 

谓： “八 月 二十九 B  (9 月 24  EI  ) 钦奉上 谕， 以贵统 帅在夭 
津投 递禀帖 ，情 词恭顽 ， 已 遣直隶 爵阁邵 堂琦赴 粤查办 ，饬 

令本 大臣不 得攻击 等因。 本大 臣自奉 到此旨 ，即经 饬争将 

佐约 柬弁 兵， 不得越 境滋事 t 此正 本大& 咯遵 圣训， 我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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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之 明证也 。 本大 臣现仍 严束士 兵各守 □岸 ，如果 贵国不 

相 侵扰， 断 不称兵 相向， …… 至 于定海 各岙居 民以及 往来商 

渔船只 ，贵 统帅 亦宜严 饬所属 ，不 得再向 滋扰， 以期相 安无 

事， 〈重点 为引荇 所标） 

在此照 会中， 伊里布 还询问 懿律 何时 “起碇 赴粤”  ？@ 
伊里 布的这 份照会 ，提出 了浙 江序 战的义 键性的 条件， 即 互 

不 进攻。 它 扭曲了 迫光 帝谕旨 的原意 ，◎搁 蔸了 经道光 帝批准 

的 以 战俘换 失地的 i 卜划 ，自作 主张 地 承认了 英方 在与琦 捭达成 

协议之 前可暂 时占据 定海。 此后 ，他 只是- •味 地催促 懿作早 H 

南 h 与琦斿 谈判。 K 策略是 送走这 珲难对 付的“ 瘟神' 
懿律 收到此 照会后 ，没打 T[ 接答 复， 而整整 搁說了  9 天。 川 

月 23  口 ，他 照会伊 M 布 ，提出 停战的 条件： 、清 方不得 阻碍舟 

山 与大陆 之间的 贸易； 二 、舟山 在英军 占领期 问， 应视为 是厲于 

英国女 王的；  5、 停 止向舟 山 派逍军 队或 密採 ，停 止煽动 民众反 

抗。 他还声 弥， 伊里 布若同 意这些 条件， 须发布 “告示 
从伊 M 布后 来的奏 折来看 ，懿伟 的这份 照会， 汉译也 颇成问 

题 ，使 其不得 要领。 他仅 仅看出 英方要 求他“ 出示” ，谕 今定海 
居民 ，不 得向该 夷滋扰 '以便 使英方 大员可 以早日 南下。 于是， 

他在复 照中， 谎称已 偷令“ 定海居 民不得 捉拿贵 国之人 同 
时， 他见英 方既不 肯退兵 归地， 又不 肯南下 t 遂派 其家人 张喜前 

往定海 ，与英 方直接 谈判。 

张 喜本是 - -小 吏. 后投 伊里布 免 家仆- 随侍 多年， 深得 信任。 

正如皇 帝身边 并无名 份的小 太监权 势盛于 朝廷命 官一样 ，张喜 
的 政治作 用不能 以家人 二字来 论定。 古今 中外的 政治， 大多为 

黑 箱作业 ，张 喜深谙 此道， 放着小 官不做 ，宁 充家人 而增其 权禄。 

此次 伊里布 力了增 加交涉 中的官 方色彩 ，让他 敖上六 品顶带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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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折冲 樽俎的 使臣。 在鸦片 战争屮 ，我 们叮以 看到， -邱 毫无官 
方 地位的 小人物 ，常常 有着令 人吃惊 的表演 。 张 喜便是 其中最 

重 要的一 位。 他留 下了两 部记录 0 己交涉 活动的 著作一 ^ 《探 

夷 说帖) ■和 《抚 夷日 记>， 今日 读 起来颇 有“晏 I1 使楚” 的韵味 。这 

却 是张喜 乃至当 时大多 数人心 目中的 "不辱 使命” 的外交 模式。 
根据张 喜自己 的记录 ，他于 10 月 25  H 和 27 日两次 渡海。 

第一次 登上英 轮船， 见到了 义律和 马儒翰 ，第 二次 登上了 英旗舰 
威厘士 厘弓, 与懿 律直抟 面谈。 张喜 根据伊 M 布的 指示， 要求懿 

律等速 赴广东 ，并 称英俘 在关押 期间不 会受到 伤害。 英力 所关 

心 的是伊 里布是 否肯出 “告示 '懿 律还当 阎取出 地图， “ 指明地 

界 ，暂 归夷人 管辖， 俟广东 事定后 ，即行 纳还” ，并 让张喜 将此划 
界 地图带 回交给 伊里布 。㉚ 10 月 28  张肓返 回镇海 ，还 带回 r 

英方要 求出“ 告示” 的照会 

伊里 布此时 急欲送 走“瘟 神”， 同意了 英军提 出的将 定海问 
题放 在广东 会谈中 解决的 方案， 于 10 月 30 日 照会 懿律， 声称其 

“巳缮 就告示 十 道 ，发往 张贴” ，至于 释俘和 归地， 将在英 人与倚 

善 “会议 完竣” 后解决 。⑬ n 月 4 日， 懿 律照会 伊里布 ，表 示即将 

、 南下 ，并称 将约束 部属， “不得 驶至人 港巨河 ，惊 动士民 11 
月 6  口， 懿 律发布 通告， 宣 布浙江 停战。 

浙江 停战是 伊里布 的“杰 作”。 他以“ 臣子” 的身份 ，巧 妙地 

改 变了道 光帝“ 圣旨” 规定的 任务。 停战使 他避免 了毫无 胜利希 
望的 武力进 攻定海 的战事 ，避免 r 难有中 意结果 的外交 谈判， 

而原本 由他承 担的收 复定海 的责任 ，此次 竟不动 声色地 转移到 

负责广 东谈判 的琦善 身上。 

到了这 个时候 ，原 本作 为军事 统帅的 伊里布 ，无 耑进攻 ，也 

无 耑防守 ，什么 坏事 都没冇 r， 剩下 的只是 坐等好 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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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朝 ”屮的 大吏， 聪 明过人 者莫如 伊里布 。 

有 论者谓 ，伊里 布瞒着 道光帝 ，私 懿律 签订了 （浙 江停 

战协 定》。 他们 的主要 论据是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 朝一书 ，称伊 

里布仅 仅奏 报了“ 告示” -事， 未占及 4 ‘协 定”。 

这其实 是-种 误解。 

首先， 所谓 《浙江 停战协 定>， 并不 是一 项双方 筌字画 押的条 
约之类 的文件 而是由 伊里布 和懿律 多次照 会等文 件组成 ，其 

h 

中最重 要的， 是伊 IB 布的 《晓谕 定海士 民告示 >和 懿律的 《停 战通 

告）。 伊里布 的< 告示》 称：一 、清 朝皇 帝“敕 令本大 臣不得 复行攻 

击”； 二 、要求 定海居 民“各 安耕读 ，各 保身家 ，如果 夷人并 不向尔 

等扰累 ，尔 等不 得复行 査拿'  懿律的 《通 告》 称：一 、“任 何一方 

都不 得逾越 划归对 方的地 界”； 二、 “不得 阻止民 众的往 来”； 三、 

英军“ 不得以 任何方 式干扰 中国人 所有这 些内容 ，双 方在照 
会中 都予以 确认。 至于双 方地界 的划定 懿律 曾让张 喜带间 

地图 ，而伊 黾布在 /Tr 来的照 会中没 有提出 异议， 可视作 默认。 

其次 ，《筹 办夷务 始末》 所收伊 里布奏 折皆有 删节。 从档案 

来看， 伊里布 关于浙 江停战 之事. 先 后上有 7 道 奏折， 而 在这些 

奏折 之后， 又附呈 厂懿律 11 通照 会和他 自己的 10 通照会 。©町 

以说， 伊里布 时时事 事均有 奏报。 

相对 尸 鸦片战 争中许 多地方 大吏匿 情不报 而言， 伊 里布可 

谓是 大体诚 实的。 他的高 明之处 ，也 就在这 种诚实 之上。 他在 

奏 折中将 懿律等 人的照 会全部 附呈， 实际 上也就 将所有 的难题 

统统 h 交， 从 而证明 自己的 做法是 唯一可 行的。 他不像 某些大 

吏在 奏折中 - 味大话 ，结 果无所 措手； 他始 终保持 广某 种低姿 

态 、低嗓 正因 为如此 ，他 后被革 章送京 审讯时 ，并未 受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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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的 处分。 

如果说 伊里布 对道光 帝隐瞒 了什么 ，那 就是 隐瞒了 他的内 

心。 他巳经 看出军 半上的 对敌绝 无希頊 ，但就 是不说 .使 得屮枢 

不 能及时 地明了 前线的 实情。 而后来 的形势 变化， 又使 他欲说 

不能， 

1840 年 II 月 15 日 ，懿律 率部分 英军南 下广东 ，伊 里布随 

之 遵旨裁 减镇海 1 带的 淸军和 雇勇， 妙等待 着广东 谈判 带来好 

消息。 

m 足， 在当时 “天朝 ”的氛 围屮。 顺昌逆 广本是 “制夷 ”的唯 

一止途 ，而 对攻城 略地的 “逆夷 ”居然 停止“ 攻剿'  S 然无 法为官 
僚十子 . 尤其 M 江 浙官史 所接受 。胪 里布 的停 战举动 ，极 不得人 

心， 很 快成为 同官们 的众矢 之的。 

先 是新任 浙江巡 抚刘龆 珂发 难， 奏称英 军在舟 山肆虎 ，并有 

久据之 心， 暗喻和 平收复 计划不 可行。 然 途 经浙江 的钦差 

尚书祁 满藻上 奏 t 弥 虾山父 老乡亲 纷 纷要求 进兵， 并将 民 众公呈 

附 奏御览 u 而最使 伊里布 不适的 .是 他的 F 属 江苏巡 抚署两 江 

总督 裕谦的 言论。 他本 与浙江 $务 无涉. 但出 S  “ 天朝” 大吏的 

义愤和 责任感 ，上 奏要 求武力 进攻舟 山， a —次 次报呈 进攻方 
案. 罕十 京城的 言官. 更是纷 纷檢扬 ，奏章 不绝。 

就内心 而言， 伊里布 对这些 人的攻 击弁不 惧怕， 上奏 时左遮 

右挡， 自 我辩护 ，甚 至反唇 相讥； 他真正 担忧的 是广东 谈判的 

展。 当伊里 布将收 复定海 的责任 转嫁到 琦善身 t 后 ，万 万没有 

想到 ，同官 的攻击 使他的 命运与 广东会 谈紧密 相连。 万 一定海 
不 能收复 ，圣 怒必然 发作， 自己必 定牵连 进去。 伊 里布熟 知道光 

帝的 性格， 更清 楚官场 上木无 是非， 一 切以大 皇帝的 好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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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D 

可是， 广东传 來的偏 偏是琦 善谈判 不利的 消息。 

道 光帝决 计开战 ，武 力收复 舟山。 

伊 里布这 时再也 不能固 守其 计了， 只 得在奏 折上大 谈用兵 

之道， 可暗中 多有小 动作： 

1840 年 12 月 31  PL 伊里 布奏称 .他 将加强 镇海等 处的陡 

守 ，而对 舟山 的英军 ，则 打算购 备火船 ，进行 骚扰。 

1841 年 1 月 9 日 ，伊里 布奏称 ，浙 江防兵 万名仅 够防守 ，不 

敷 “攻剿 '要求 从安徽 、湖北 、湖 南调兵 4000 名 援浙。 
1 月 17  口， 伊里布 奏称， 巳拟就 进攻舟 山的作 战计划 + 何 

“炮 尚未齐 ，兵 尚未集 ”.M 等到炮 、兵 诸项准 备就绪 .然后 乘英军 
“骄惰 懈弛” 之机冉 动手。 

1 月 29 日， 伊里布 冉次奏 报其作 战计划 ，但 除了上 次提出 

的炮、 兵两要 素外， 乂提 出须“ 添造二 十四桨 快船， 雇备 商舟渔 

艇 ，招 募熟识 水性水 勇”后 ，再 “设法 进剿'  附奏的 夹片还 建议， 
利 用美国 来钳制 英国。 

2 月 2  H， 伊里布 奏称， 广东谈 判尚米 有最后 结果， 浙江不 

能贸然 进攻， 以 免英人 得讯后 在广东 更加猖 獗。® 

如 此看来 ，伊 里布的 这些计 谋就已 不再是 针对英 国人的 ，而 

是针对 道光帝 的了。 

面对 道光帝 道道迅 克舟山 的严旨 ，伊 里布 表面上 仍大谈 

如 何进兵 ，但 义层出 不穷地 预设神 种条件 ，用意 正在于 延宕时 

Bo 他 始终不 肯进攻 ，甚 至不背 明确答 复进攻 的时间 ，能 拖多久 

就拖 多久， 期待着 时局的 变化。 尽管 他在镇 海一带 铸炮、 造船、 

修 筑工事 ，拉开 r 架势 ，显得 轰轰烈 烈。 但 场面闹 得越大 ，就越 

有摆摆 样子之 嫌疑。 他虽然 曾在奏 折中隐 约暗求 进攻没 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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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但在 道光帝 的严旨 、同 官们 的枇责 F， 始终不 敢说出 其避战 

的内心 判断。 他知道 ，说了 必遭重 罚。 
■ 

伊 里布的 这些小 动作骗 不了同 官们。 1841 年 1 月 28  I 

浙 江巡抚 刘韵珂 与路过 杭州的 新任闽 浙总督 颜伯焘 密谋后 ，联 

名出奏 ，要 求启 用已被 罢斥的 林则徐 、邓廷 桢來浙 ，会同 伊里布 

筹 办-切 攻剿事 宜”。 
伊里 布的这 些小动 作也触 怒了道 光帝。 1841 年 2 月 10 

H  , 他免 去伊里 布钦差 大臣的 差使， 任命主 战最力 的江苏 巡抚裕 

谦前往 浙江接 任钦差 大臣， “专办 攻剿事 宜”！  ® 

就在 这关键 时刻， 伊里布 的转机 到来。 

1841 年 2 月 7 日 ，伊里 布收到 琦善由 广东发 来的六 百里飞 

咨， 告之英 军将归 还舟山 （详 情见后 笮）。 他闻 讯大喜 ，当 E? —面 

奏报 道光帝 ，一 面派家 人张喜 去舟山 ，准 备履行 他与懿 律的前 

约 ，一 面释俘 ，一面 归地。 

此 肟的中 英交涉 ，因 照会中 的抬格 、代售 舟山积 压英货 、先 

释 俘还是 先交地 等细故 时颇费 周折。 2 月 20  伊里布 突然收 

到新任 钦差大 臣 裕谦的 咨会， 知 其已被 免差， 旨命 返回两 江总督 

本仟 ，不 免大惊 失色； 面 更让他 心慌意 乱的是 ，这位 新大臣 对老 

t 司 还有一 通毫不 客气的 涔会， “安突 德不 吋释放 ，本大 臣尚须 

查讯 r® 
伊里布 知道自 己已经 失宠， 亟欲 亲手收 复定海 ，以作 补救时 

挽帝意 ， 不愿 让眼看 到手的 功劳反 为裕谦 亨有； 他 更知裕 谦鲁莽 

激越 ，若将 英俘交 到他的 巾 ，还 不知会 惹出何 种乱干 （关 于此 

事， 详见第 见 章）。 于是， 他 一反官 场常规 ，不是 坐等新 人臣到 
来， w 是加紧 收冋舟 山的 交涉。 

200 



到 r  2 月 22 日， 一切尚 未议定 ，伊里 布心急 如焚。 当晚 ，他 

与余 步云紧 急商议 至二更 ，最 后决定 ：一、 由张喜 先携部 分英俘 

去舟 山释放 ，劝英 军退出 舟山； 二 、派葛 云飞、 王锡朋 、郑 国鸿三 

总 兵率民 3000 人 ，押解 英方最 看重的 安突德 ，随后 跟进， 收复舟 

山。 

派 兵前往 ，是 伊里布 不得已 而用的 险着。 这 反映出 他遭道 

光 帝严谴 后破釜 沉舟的 一搏。 @ 
可是， 实际的 行动， 却不 免有些 滑稽。 

2 月 23 日晚， 张喜按 预定计 划出海 ，次 日晨至 舟山， 释放了 

部分 英俘。 当英 方问及 安突德 等人时 ，张喜 依计答 复：若 英方归 

还舟山 ，便 释放安 突德; 若英 军不归 还舟山 ，便 杀了安 突德， 大军 

开战。 可正当 张喜唇 枪舌剑 驳斥辩 难之际 ，只见 安突德 驾小舟 

而! 过后 ，押 解安突 德的清 军两名 下级军 官赶到 ，称途 中英军 

劫走 安突德 ，清 军尚未 踉进。 本 以武力 为后盾 的张喜 ，顿 时成了 

孤身求 情的乞 儿。 24  H 下午， 英方同 意撤军 ，收缩 部队， 准备离 

境， 而此时 接收定 海县城 的不是 派出的 3000 大军 t 而是 3 人 （张 

喜 和两名 下级军 官）。 张喜连 夜返回 镇海向 伊里布 报信， 这两名 

无 奈的军 官只能 四处寻 找熟人 ，代 为看守 城门和 仓库。 25  口， 

英军登 船南下 广东。 26  葛云 飞等部 才会合 齐集， 收回舟 

山 。 © 而在伊 里布的 奏折中 ，情 况就不 同了。 

2 月 24  H， 他派出 张喜和 葛云飞 等部后 ，忙 不迭地 上奏道 

光帝， 声称 已与英 方约定 24 日交还 舟山， 裕谦尚 无抵浙 FI 期 ，若 

按常 规等待 新大臣 的到来 ，须 得与苋 方改期 ，迟 碍收复 失地； 且 

他策划 C 久的 进兵 计划 亦有可 能泄撂 .往 砬难期 得手。 因此 .他 

为了不 失时机 ，自 行作主 ，仍于 2 月 24  口收冋 舟山。 明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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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抢功 的把戏 ，竟 被他 说成是 不诿卸 贵任的 勇>九 计对 道光帝 

历次武 力攻克 舟山的 严旨、 伊里布 还在同 H 专上 折 ，胡编 丫所 

谓的进 攻计划 ：派兵 3000 人为 主力， 另捐银 1 方两 ，在舟 山密雇 

乡勇； 若英 军拒不 归地， 内外 结合同 时并举 ，进攻 甚城; 若 一时不 

能获胜 ，便 在岛 h 据 险分驻 .以图 后举， 云云。 明明 是一 项仓促 

的决策 ，竞 被他 说成是 计划周 全奇正 交用的 行动。 @ 

尽管 伊里布 在奏折 上大 话连篇 ，但心 里并没 有底。 上奏后 

的当 H 佼晚 ，张喜 返冋， 告知清 军井末 到达。 不久 ，裕廉 又来咨 

会 .宣& 2 月 27  H 到职 视事。 而葛云 S 等前 方将领 出发后 

连 3 天居 然全无 消息。 这可 吓着了 伊里布 ，连忙 派张喜 再次渡 

海探听 确情。 原来 这些迟 到的将 军们， 止 在为何 部率先 进入这 

座被英 军放弃 的空城 血争功 ，吵 得军 报无法 定稿。 当伊 里布终 

于 得知清 军复据 舟山后 ，总算 松了  一  气。 2 月 27  他再奏 

道光帝 ，又 生编了 一段收 西舟山 的详细 情节： 

“我 兵丁于 初四日 （24 日 ） 午刻齐 抵定海 ，该夷 半在域 
内 ，半 在船中 ，是我 兵到彼 .胞袓 （此时 舟山英 军的指 挥宫） 

即缴纳 械池， 城内各 夷立即 纷纷遥 出。 我 兵-整 众入城 ，登陴 

看守 ，并将 道头地 方该夷 所盖萆 房全行 柝毁。 郑国鸿 等传 

宣 恩谕， 将夷俘 晏士打 刺打厘 （印 安突 德） 等# 令领回 ，并饬 

赶 紧 起碇。 胞 祖等免 冠服礼 ，声 称伊等 将城池 交献后 ，即于 

初五 G 全 数撤退 . 

这 .一 段无一 字为真 的言语 ，把 滑稽可 笑的丑 剧改编 力堂 皇气派 

的 正剧。 值 得注意 的还有 ，伊里 布为掩 盖事实 的真相 ，还 一改其 
先前的 做法， 2 月 24  口 和 27  口的 奏折. 都 没有附 呈他与 英宄的 

往来 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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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伊 里布为 顺合帝 意而胡 编情节 的奏折 到达京 城时， 反 

使 道光帝 以为若 伊黾布 遵旨及 时进兵 ，完 全可以 消灭这 股盘踞 

舟 山而人 数不多 的“逆 夷”。 当广东 军事失 利的奏 章频至 时，深 

为 倚重的 伊里布 竟然放 虎归山 ，让 j 股本可 全歼的 “丑类 ”滑脚 
而逃 ，又 怎能不 使道光 帝大发 雷霆。 伊里 布本来 只是撤 消了钦 

差大臣 的趋使 ，却 因收 回舟山 而加重 了处分 ：“讲 里布著 革去协 
办大 今士, 拔去双 眼花翎 ，暂留 两江总 皙之任 ，仍 带革职 留任处 

分 ，八 年无过 ，方 准开踅 ，以 观后效 @ 

这正 是聪明 反被聪 明误。 

伊 I 布与浙 江停战 ，本 是游离 T 鸲片 战争 主旋律 之外的 1 
段插曲 ，大 可儿笔 带过。 我 在这里 不厌其 洋的逐 述 ，原 因有 

二 :一 是过去 的人们 对此研 究不多 .致 使许多 细节模 糊不请 ，屯 

必要 一一 厘订 清楚。 二是过 去的人 们往往 在不淸 晰的记 述中， 

使用 了清晰 的迸德 批判， 使得伊 里布有 如乖戾 小人， 因 而不能 H 

iFJffl 解他的 言行。 

伊里布 与琦善 一样， 是清 乇朝中 最早由 主战 走向主 和的大 

史。 这种 观念的 转变， 起因 于无渡 海作战 的船艘 ，后因 张喜而 

更清楚 英军的 实力。 ® 在严峻 的现实 面前， 他很 早便消 退了与 

"逆 夷”不 共戴天 的豪壮 气概， 希望能 与英方 达成双 方都能 “下得 

去”的 妥协。 很显然 ，他 的想 法与前 节所叙 道光帝 的主“ 抚”思 

路 ，并不 吻合， 而到了 话来“ 天朝”  t 下 一派欲 逞“剿 夷”之 痛快的 

氛围中 ，这种 想法本 身就是 罪过。 他很幸 运未奉 派主持 中英谈 

判 ，还可 以不公 开说出 其真实 思想， 但在其 主持的 浙江范 围内， 

这种思 想指字 下的所 作所为 ，不能 不激起 同官们 、道 光帝 以及许 

多人的 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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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面有 必要分 清两个 问题： - 是对侵 略者应 不应抵 抗匕: 

是若这 种抵抗 注定要 失败， 是否仍 应抵抗 r 前者是 道德层 面的， 

结论是 肯定的 ，没有 疑义。 后者 是政治 层面的 ，结 论不能 从前者 

引申 而来。 思想 家与政 治家的 区別正 在于此 （我 拟在第 八章中 

作 专门讨 论）。 既 然正义 的反抗 并不能 取胜， 那么， 避免 无谓的 

牺牲 也是可 以的。 从 这个意 义上讲 ，伊里 布的消 极避战 不应当 

视作 错误。 

m 是 ，我们 在行为 上为伊 m 布辩 护之 又 会发现 ，我们 

无法 在动机 上为他 辩护。 所柯一 切表明 ，伊里 布的消 极避战 
并非 出于减 少国家 、民族 、民 众利益 损失的 考虑， IW 是 为了保 

令其 个人。 他恐 怕在战 败之后 ，其 声名官 禄乃至 身家性 命之不 

保。 其中最 明显的 旺 据是 ，他 没有拚 死一奏 ，将 真相 i 兑个 明白， 

使决 定国家 、民族 命运的 决策， 能 立于可 信可靠 的基础 之上。 

他的 这种将 个人利 益置干 国家利 益之上 的价值 取向， 无 疑是错 

误的。 

伊里 布同所 有的“ 天朝” 大吏- •柞， 在对付 侵略者 方面， 无论 
在外交 上还是 军事上 均无足 以称道 的精明 之处； 但在对 付道光 

帝方面 ，却表 现出高 于其他 “天朝 ”大吏 的熟练 才华。 作 为宵场 
老手， 他深谙 政治运 作的窍 门， 惯 使诿过 占功的 招术。 从 以上我 

对他的 叙说中 ，可 以看出 他施展 的种神 手段。 也算 是他的 幸运， 

局势 的突变 ，竟使 他能收 回舟山 ，本 来是无 路可投 ，竟 也给他 1 

条出路 

在 研究伊 里布的 这段经 历时， 使我最 感兴趣 的是， 他 对道光 

帝从 诚实到 欺骗的 过程。 在 其开始 ，伊里 布还是 诚实的 ，后 来奏 

报 与英允 的交涉 ，虽不 乏[‘ 天朝” 的大话 ，佤 大体情 节仍为 可靠。 

随 着道光 帝一: is 道攻克 舟山的 严旨， 他的奏 折越来 越言不 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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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知 其已被 免差后 ，竞 满纸 谎言。 在 j 时的 官场中 ，捏 谎粉饰 

盛行 成风。 过去 的人们 往往从 忠君观 念出发 ，枇判 臣+们 的“欺 

君” 行为。 但是 ，若冷 静地想 I 想 ，那种 W 不得 半点不 同意见 、强 
求一 致的政 治体制 和君主 作风， 乂何曾 不是在 客观上 催化 、助饺 
这神 风气？ 我 这里决 无意为 伊里布 的谎言 辩护， 而 是指出 ，对促 

发 这种谎 TT 的体制 和君卞 也应当 批判！ 

由 T 伊里 布并 没有说 出真情 ，由 时的人 们不了 解也无 

从了 解真情 ，社 会对他 的批判 t 自然 （甚至 必然） 出 自道 德的角 

度、 就连 20 年来一 A 对他 深倍 不疑的 道光帝 ，此 时也不 能了解 
他 的想法 ，派 裕谦多 力调查 ，最后 怀疑他 是否接 受了英 方的馈 

赠。 1841 年 5 月 3 日 ，道 光帝收 到裕谦 的密片 ，称 英方“ 另有送 

张禧 （喜） 礼物 ，因 其秘密 ，即同 占的陈 志刚亦 不得详 …… ”以为 

其中必 有勾当 t 立即 了、 令将 伊里布 革职， 命其 携张喜 进京听 

训。 @道 德的批 判最是 无情。 而 批判一 旦升至 道德的 层面， 事情 
的 细节便 失去了 原有的 意义， 至于细 节之中 所包含 的各种 信息、 

教训 更是成 了毫无 用处的 废物。 在 当时的 社会中 ，没 有人从 

道 德以外 的角度 ，对伊 里布的 行为进 行深层 的思素 ，这是 另一种 

从以 后的各 章中， 我们将 会看到 ，清朝 的前敌 主帅后 来无不 

循从伊 里布这 半年多 的道路 ，包括 对他批 判甚严 的刘韵 珂和颜 

伯焘。 这其 间的差 別在于 ，后 人多在 战败之 13 倾心 妥协， 而行延 

宕 之计， 欺骗 之策， 伊 里布以 其聪黠 在未交 战之前 便悟出 此道。 

人的 效法证 明了伊 里布的 做法有 着那个 时代的 “合理 
性'  也因 为如此 ，这位 革职拿 问发逍 军台的 阶下囚 ，未 等到 8 

年， 而是定 罪后的 8 个月， 便东山 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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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琦善与 广东谈 判® 

琦善 与伊里 布旨趣 相投， 却没有 伊里布 的那份 幸运， 他的面 

前 ，只 是死路 一条。 英方的 开价与 清方的 还价差 之筲壤 ，没 有调 
和的 余地。 

(巴麦 尊致中 国宰相 书>  作为英 国政府 的正式 文件， 向清政 

府提出 K 列要求 ：_ 

一

 

、

 

赔

 

偿

被

焚

 

鸦

片

。

 

二

、

 

 

中
英
官
 员平
等
 交往。 

三 

、

 

割

让

 

沿
海
岛
 屿1 

四
 

、

 

赔

偿

 

商
欠
。
 

五
 

、

 

赔

偿

 

军
费
。
 

但是， 以上五 项并不 是英国 的全部 要求。 1840 年 2 月 20 日 ，与 

《巴麦 尊致中 国宰相 书>  一并 发给全 权代表 懿律和 义律的 ，还有 

巴麦 尊的第 1 号训令 ， 其中 包括了 更多的 要求。 为了使 全权代 

表 能充分 理解不 致有误 ，巴麦 尊还拟 就了对 华条约 草案， 供懿律 

和 义律在 谈判中 使用。 该草 案共有 10 条： 

―、 中国开 放广州 、■门 、福州 、上海 、宁波 为通商 口 岸。 

二

、

 

 

英国政 府可在 各通商 口岸派 驻官员 ，与中 国政府 官员直 

接 接触。 
a 

三
 

、

 

割

 

让
沿
海
 

岛
屿
。
 

四
 

、

 

赔

 

偿
被
焚
 

鸦
片
。
 

五

、

 

 

中
国
废
 除行
商
 制度， 井

赔
偿
 商欠。 

_ 

六
 

、

 

赔

偿

 

军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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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未付清 的赔款 以年利 百分之 五计息 p 
八 

、 条 约为中 _ 皇帝批 准后， 解除 对中国 沿海的 封锁； 赔款 

全部付 清后， 英军方 撤离。 

九 

、
 
条
约
 用英文 和中文 书写， 一式 两份， 文义解 释以英 

文 为主。 

十、 条约在 规定期 限内由 双方君 主批准 

如果我 们将此 两文件 对照. 就会 发现， 《条约 草案》 中 第…、 

七 、八 、九、 十条为 《致中 国宰相 书>  中所无 ，而 第二 项中增 加了派 

驻官员 ，第 五项 中增加 了废除 o 商制 度。 对清 朝说来 ，厄 …份文 
件 要苛刻 得多。 

那么 ，这两 份内容 有着不 小差异 的清单 ，又应 以哪一 份为准 

呢？ 巴麦 尊规定 ，以后 若为准 ，同 一天 他给懿 律和义 律的第 4 号 

训 令指出 ，条约 草案中 一、_ 〔及 四至 九各条 ，是“ 必不可 少的条 

件 ”，@ 表承 T 毫不 通融的 态度。 对 于可以 通融的 第三条 ，即割 

让沿 海岛屿 ，他又 提出了 五 项交换 条件： 

- 、允许 英人在 通商口 岸进 行极度 S 由的贸 易 和各种 活动。 

二

、

 

 

清政府 公布进 出口关 税则例 ，清政 府官员 不得征 收高于 

该 则例的 
税费。 

三 

、

 

给

 

予
英
人
 最惠
国
 待遇
。
 

P4、 中図 不掙对 从事非 法贸易 的英人 以人身 虐待。 

给予 英国领 車裁判 权。 

巴羑尊 还明确 指示， 如清政 府不同 意割让 岛屿， 须将 上述五 

条 ，列 入条约 的第二 条以后 ，其 余各条 的编号 也随之 改变。 咏由 

此 看来, U# 第十条 ，即 W 方君 i ■: 批准 条约的 时限， 是可 以讨价 

还价的 ：：、 

我 到现仵 述弄 不淸 楚， 为何巴 麦尊在 《致 中国 宰相书 > 中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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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开 列英国 的全部 要求？ 他汗 出两 张不同 的清单 是否出 于某种 

策 略上的 考虑？ 不过， 我可 以肯定 地说， 如 果巴麦 尊在其 {致屮 

a 宰相 15>幵 列 其全部 要求， 必会 遭至道 光帝的 严拒， 就 不会# 

主“抚 ”这一 层波澜 ，更 不会 有琦善 的广东 之行。 

清 方的坯 价不 像英方 的开价 ，冇 -份 可以列 出甲乙 丙丁的 

清单。 这是因 为 ，道 光帝对 "情词 恭顺” 的英“ 夷”， 并不打 兑开多 

少“ 恩”， 主持 操办的 琦善， 有时的 比 步只是 得到丰 实上的 批准。 
因此， 淸方的 还价， 出 自圣裁 的有： 

一

 

、

 

惩

办

 

林

则

徐

 
《
 

二

、

 

 
准许英 人在广 州恢复 通商。 

出自 琦善 的建策 或出自 琦善 的实阮 操作 ffu 为道光 帝同意 的有： 

三 

、

 

部

分

 

赔
偿
被
 焚鸦
片
 

四

、

 

 中英官 方文件 来往用 “照会 ”。@ 

此 外还有 一项不 见于任 何文字 材料， 但今 H 的研究 莒可 歙歙闻 
到的是 ，道光 帝打算 对狷獗 于中国 沿海的 英国鸦 片走私 眼开眼 

闭， f 再绳 之以 法了。 

k 清方 的还价 来看， 其笫一 项本非 英方的 要求， 而清 方乂最 

为看重 ，此 中反映 出来的 两种文 化的差 别是深 M 的； 其寧二 项， 

只 是循规 旧态， 与英 方要求 五口通 商的进 逼恰恰 相反； 其 第三项 

不 能满足 其全部 赔偿的 要求； 其 第四项 虽解决 / 十等文 书的问 

题， 但没有 确立两 国官员 交往的 K 他杩式 。即便 那项对 鸦片走 

私的 默许， 也不符 合盎格 鲁撒克 逊人的 脾胃。 他 们此时 虽没有 

正式提 出要求 ，但巴 麦尊巳 指示英 方代表 劝说清 政府同 意鸦片 

贸易合 法化。 

总之 ，淸方 只回答 "T 英方 要求的 皮毛。 

谈 判屮讨 价还价 本是一 种战术 ，何 其中最 S 要的条 件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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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吝 有权 做出 让步。 而主 持广东 谈 判的英 方代表 义律和 清方代 

表琦善 t 显然 都不具 备此等 资格。 

英方 的全权 代表本 为懿伟 和义律 两人。 184() 年 11 月 .懿 

律 W 身体 不适 力职 ，，义 律 成为唯 1 的伞 权代 表。 他虽有 

权 ”之名 ，但 从巴 安尊训 令屮吋 以# 出 ，他 无权 降低苋 _// 的 要价。 
实际 t 巴安尊 本人根 本不相 信谈判 ，在 1840 年 2 月 20 日训令 

中明 确主张 用大炮 来说话 /对方 要么接 受条件 ，要 么动武 ，不必 

纠缠于 夂? 步。 ⑩ 

埼善身 ^ /饮扃 大臣， 其 职权范 围比义 律述小 。他+ 仅没有 

提 高还价 的全权 ，而址 据清朝 的律规 ，他亦 无与外 a 签订 条约的 

全权 ，时时 事事都 盖请旨 办理。 他 在京请 训期间 ，道 光帝冇 何指 

示 ，今 巳无从 查考。 但是 ，从 后来道 光帝的 上谕中 可以# 出 ，对 

英“ 夷”的 “桀骜 不驯” ，道光 帝是决 不让步 ，主张 立即动 武的。 
w 此， 真正奋 资格发 rr 的 是巴麦 尊和道 光帝， 义律和 琦薺只 

不 过是他 们手屮 的牵线 木偶， _  '举 一动都 应受之 操纵。 若按照 

两位 牵线人 的本意 行事， 那么， 双方- 经交涉 就应立 即开战 ，完 
全用不 着如此 许多的 啰嗦。 但是， 允论 是伦敢 还是北 京， 都距离 

广 东十分 遥远， 牵线 人手中 的线一 放到那 么长， 木偶的 手脚就 

不叶 能绷得 很紧。 是. 义律和 琦善都 利用这 小小的 松弛， 一轮 
乂 轮 的交涉 ，演出 了双方 导演 没有 编排的 众多节 Ho 

所谓广 东谈判 ，实际 上是义 律越权 、琦 善违旨 的活动 ，其中 

义 律走得 比琦善 更远。 

这祥 的谈判 又能有 什么结 果呢？ 

以上 的分析 ，是 今天研 究# 冷 静思索 的判断 ，而 当时的 两位 

当 事人， 琦奔和 义律， 都是 十分投 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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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 11 月 20 日 ，义 律由舟 山南至 澳门， 29 日 ，他 发照会 

给 琦善。 也就在 这…天 ，琦 善由 北京南 至广州 ，途中 56 天， 比他 
的前任 林则徐 少用了  7 天。 12 月 3 日 ，他发 照会给 义律。 

中英 广东谈 判正式 开场。 

在这次 谈判中 ，让人 感到奇 怪的是 义律。 他 似乎没 有把巴 

麦尊训 令放在 心上， 从现 存文字 材料中 ，似 从未和 盘托出 巴麦尊 

起草的 《条 约草案 > 的全部 内容。 他 最先的 出牌， 仍是 《致 中国宰 

相 彳5> 的 条件， 以后的 出牌又 不停地 变化。 他好像 是害怕 一开始 
就吓跑 了对手 ，采 取的 是逐级 加码的 战术。 

自 1834 年以来 ，义 律来 华已达 6 年， 由随员 升至对 华商务 

总监督 、全 权代表 ，期 间从未 问国。 他对中 国的国 情颇为 广 解， 

善 于用曲 折的手 段达到 K 的 ，得寸 进尺。 在与 邓迁桢 、林 则徐等 

人多 次交手 不利后 ，突 然实现 能与“ 大臣爵 阁部堂 ”琦善 这样的 

“天 朝”顶 尖人物 对等直 接交涉 ，不 免喜出 望外。 从他给 巴麦尊 

的报 ~ 告来看 ，他 对此时 清廷出 现的和 缓意向 非常感 兴趣， 企图诱 
导这神 意向的 发展而 不是挫 畋之。 他的报 泞也使 人产生 一神模 

糊朦胧 的印象 ，他似 f 想做 1 个力 千斤的 秤砣， 由此操 纵中囤 

政治 的趋向 £ 当然 .所有 对_ 他的 行为和 动机的 研究， 巳经 游离于 

本 彳 5 的主 旨之外 ，不 必深究 下去。 但若要 我作一 个一般 性的评 

设， 那就是 ，他在 “天朝 ”呆得 时间太 长了， f 法上 不免多 r  ̂  
东方 的阴柔 之气， 而对 域国那 种覇道 手段钉 些生疏 ，用起 来+那 

么老到 「 

琦芮 在交涉 之始， 便予以 同意赔 偿烟价 500 万元 ，而 对英方 

的 其它要 求均予 婉拒。 他木以 为有此 烟价之 “殊恩 '即 可大体 
成交/ 而没有 想到对 手菀如 此不近 事理， 要求 无厌。 因此， 在步 

步设 防之后 ，他 又作出 一些退 让：一 、烟 价增至 600 万元； 一 i、“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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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奏恳 圣恩” ，在 广州之 外另辟 一口岸 ，但只 准在船 上交易 ，不得 
1: 岸 居住。 

持别 有意思 的是， 琦善在 照会中 不断更 换角色 ，有时 如英方 

和 道光帝 之间的 调解人 ，有时 如义律 的朋友 提出一 些“善 意”的 
劝告 ，而不 太像清 政府进 行交涉 的正式 代表。 还须 指出， 尽管在 

今人的 眼光中 ，琦 善的照 会充满 了滑稽 可笑的 “天朝 ”用语 ，但放 
在当时 的背景 中， 琦善 的嗓门 还是属 T 低 调的。 这也是 义律可 

以接受 、巴 麦尊不 能容忍 的原因 （详见 绪论〉 c 

实际上 ，自 1840 年 8 月天 津交涉 以来， 琦善对 英国的 f 解 

也确实 多于许 多清朝 官吏， 但始 终没有 弄清楚 两点: 

天朝 

对英国 有多大 的经济 制裁的 优势？ 荼叶 大黄制 敌说已 不再提 

起. 而断 绝通商 必令其 败的观 念仍未 动摇， 准许通 商仍是 他_ 尹中 

最 重要的 王牌。 二 、英 国发动 这场砹 争的目 的究竟 为何？ 既然 

英国 口口 声声宣 称为报 复林则 徐而来 ，那么 ，林已 革职、 林的举 

措已 不行、 甚至林 焚毁的 鸦片都 赔钱， 英国 还有何 “ 冤抑'  还有 
什么理 由非分 要求不 休呢？ 至于英 国要进 入中国 市场， 要将中 

国纳入 其全球 贸易体 系等等 原因， 既没有 人向他 说明， 而 且即使 

有人说 明他也 不可能 理解。 因此 ，琦 善虽已 看出事 情非常 难办， 

但还以 为手 中有几 分左右 局势的 能力， 照会上 仍游笔 自如。 

如此 的笔墨 官司打 了一个 多月， 双方的 来往照 会共达 15 

通。 期间义 律多次 要求当 而会谈 ，但 在天津 经历过 6 小 时争吵 

的琦善 t  一直 拒绝。 1841 年 1 月 5  3, 义 律终于 搬出巴 麦尊训 

令屮的 杀手锏 ，照 会琦善 ，依 照兵法 办行' @ 

1841 年 1 月 7  H， 英 军攻占 了虎门 U 的沙角 、大角 ，清 军大 

败 （详 见岳 节）。 

战败的 现实， 似 乎使琦 善尚有 幻想的 头脑变 得冷静 r :  S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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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来并没 有讨价 还价的 本钱。 但他先 前稳妥 有序的 手脚， 却不 

免慌乱 失措。 1 月 11  口 ，他 竞不顾 R 己 的身份 和权限 ，擅 d 作 

主 ，照 会义律 ，作出 重大让 步：一 、“代 为恳奏 ”“子 给口外 外洋寄 

居 - 所”； 二 、“代 奏恳恩 ”广州 开港恢 复贸易 ，条件 是英军 归还舟 
山， 很可能 在其心 目中， 用虎门 n 外的不 毛之地 換取舟 外 

加英军 从沙角 、大 角两处 撤退， 还算是 有利的 生意。 琦善 的胆 M 

真是 够大的 5 

而义 律此时 的表现 ，也全 无盎格 鲁撒克 逊人的 风度。 他明 

明知 道琦善 照会上 所允的 一切， 只不 过是“ 代奏” ，算不 h 是正式 
同意， 尚须得 到圣旨 的枇准 ，但 是却硬 将生米 毕作熟 饭吃。 我在 

绪 论中已 经提到 ，1841 年 1 月 20 日 ，他据 琦善照 会中那 句含义 

不确的 f， 宣布已 与琦善 达成四 项初步 协定： 割让 香港； 二、 
鸦片赔 600 万 元:； 三 、中 英平等 外交； 四、 1841 年 2 月 2 曰恢 

复中英 广州贸 易。® 1 月 26 日 ，英军 强占# 港。 1 月 28  FK 英国 

远征军 海军司 令伯麦 致函清 军将领 ，声称 有“文 据在案 '要 求撤 

退香港 岛上清 军。® 

义律 此类偷 偷摸摸 的勾当 ，激起 巴麦尊 的极度 不满， 并从根 

本上怀 疑这种 协定的 存在。 ® 

如果 说从澳 门到伦 敦长达 6 个月 以上 的通佶 周期， 使义律 

有充 分时间 放开手 脚越权 ，那么 ，从广 州到北 京仅仅 4(〕 天甚至 

更 短时间 的快报 来回， 本不 应给琦 善如此 之多的 自由活 动的余 

地。 可是 ，琦 善抗旨 不遵。 

1840 年 12 月 25  道 光帝收 到琦善 关于广 东谈判 的第一 

批奏祈 （12 月 7  □发） ，态 度已 有转变 ，即下 旨让琦 善准备 “剿办 

之事” 。额 12 月 30  道光帝 收到琦 善关于 广东谈 判的第 二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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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12 月 14  H 发）， 认 为谈判 巳进入 死胡同 ，毫 无希中 .，遂 下旨 

“乘机 攻剿， 处得 示弱'  同 n . 道光 帝恐广 东兵力 不足 ，命 四川、 

湖南 、贵州 备兵共 4fKK) 人， 听候琦 调遣 。啦 

1841 年 j  H  6 日， 道光帝 收到琦 善关于 广东谈 判的笫 三批 

mu\2  n  19 日发） .大 为光火 ，下 r 一 道不留 任何余 地的严 

R 
 ■ “ 逆夷要 求过甚 ，惰形 桀鸷， a 非情理 可谕， 即当 大申挞 

伐 …… 逆夷再 或投递 字帖， 亦不 准收受 ，并不 准通人 再向该 

夷理论 …… 联志 已定 ，绝无 游移，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他 还下令 启用巳 被革职 、在广 州听候 处理的 林则徐 、邓 廷桢 ，让 

林 、邓 协助 琦善“ 妥为办 理”， 

此后 ，道 光帝在 谕旨中 、主“ 剿”的 调门越 来越高 ，对 琦善的 
态度 也越来 越严记 。 

由 此可见 ，道光 帝一接 到广东 谈判的 奏报， 旨 意顿变 ，由主 

“抚 "而 转向主 “剰'  而 1 月 6 日的 谕旨， 更是明 令关闭 谈判的 

大 门、， 他本因 英“夷 ”的“ 情词恭 顺”而 卞“抚 '此 期的变 化亦在 

情理 之中。 12 月 19  u 以前 的“夷 情变化 '虽 仍不出 《巴麦 尊致 
中 M 宰 相书》 中各 项要求 的范围 ，但 此时对 他又成 了新鲜 事情， 

"丁见 他对这 份重要 的英方 文件并 无仔细 的分析 和研究 ，几 个月 

后 ，忘 得差不 多了。 

根据 清方的 档案， 前引第 一份 h 谕 以“五 百里” 的速度 发出， 

前引 第二、 第三份 上渝皆 以“六 在里” 的速度 发出。 其到 达广州 
的 时间， 当在 1841 年 1  中旬声 据琦费 奏折， 他于 1 月 20 日 

收到 1 月 6  H 的 h 谕。 因此 ，若 按照旨 意办事 ，琦 善最晚 也应在 

1 月 20  H 改弦 更张， 转向主 “剿' ® 

但是 ，琦善 的行动 ，恰恰 相反。 他 不仅继 续“收 受”英 方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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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逍人 ”与英 方交涉 ，而且 亦改变 先前柜 绝会面 的做法 ，前往 
虎门 ，与义 律蛊接 会谈。 

1841 年 1 月 26  口， 琦善与 义律相 会于虎 「J。 27  H 和 28 

曰， 双方迸 行了有 兌条约 的谈判 ，争 执的要 点是香 港问题 谈 

判陷 于僵局 ，琦 誇见势 不妙 ，便以 身体个 适为由 ，要 求会 议延期 

再举行 

琦善回 到广州 A7,  t 丨月 31  h 拟定 r 屮英条 约的修 正案， 

即 c 酌拟章 程底槁 >( 肟将 分析） ，派 九送给 义律。 但义律 拒绝此 

案 ，嗒持 己见， 并以 战争相 威胁。 双 // 照会 频频。 后根据 琦善的 

提议 ，双 方定于 2 月 11  H 再次会 谈,， 

泫广东 的 情势十 :奸相 H1 月 27 日， £ 当琦善 和义 律会谈 

于虎 U 莲花 山之际 ，北 京的道 光帝收 到沙角 、人 角战败 的奏报 （1 

H  8  H 发 h 即由内 阁明发 卜_渝 宣布 英逆 罪状， 决心全 力攻剿 ，片 

由军 叽卞寄 h 谕给 琦善. FT —道死 命令： 

“ 现在逆 形显著 ，惟 有痛加 剽洗， 以 减， 尚有 迂 

可谕？ …… 著 即督荷 将弁 ，奋 力剿 除， 以^ 补挞 。”㈣ 

这 道谕旨 _f  2 月 9  H 到达广 州，碰 吋惡 垛善仍 IU 不 肯冋头 c 

m  10  h, 即 收到谕 旨的第 二天， 他 依然按 〖卜 划离 讦 广州 - ii 
11 和 12  n， 他 与义律 在虎门 蛇形湾 举行笫 ：次 公谈。 

关 于此次 会谈， 义 律的报 ■£- 称 ：“两 人长达 】2 小时的 论的 
结果， 成功 地拟成 r 全部 条文'  但 琦善没 f/ 签罟这 条约， 耍求 

展期川 瓦，# 来， 琦善存 :英军 m 力 卜已 经 f 敢公开 抵制， 只 是 

嬰 r 个滑头 ，到 r 关 键时刻 没有签 宁-溜 丫  in] 来。 琦善对 这次会 

谈也 仃 报告 ，但 匕 经 全是谎 n  r。 他奏称 前往虎 门是为 r 杏勘 

该处的 阽务， 适遇 义律求 见 ， 为“缓 圬之 1 卜” 而句之 会谈。 他还专 
你， 会谈 允全 m 绕香港 问题， 他批责 r 英方强 占 裔 港的行 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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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声明， “只是 寄寓一 所， 并 非全岛 ％® 
此后， 琦 善如同 前面所 叙的伊 里布， 全 靠谎言 來维持 日子。 

2 月 13 日， 琦善从 虎门回 到广州 .收到 了两份 重要的 文件： -一是 

道. 光帝千 1 月 30 日 的谕旨 ，授奕 山为靖 逆将军 ，隆文 、杨 芳为参 

赞大 E， 并从各 地调集 大军前 往广东 “剿夷 '，二 是义律 根据蛇 

火湾会 谈拟就 的条约 草案^ — 《善 定事 宜）， 并在 照会中 要求早 

口会晤 ，共同 签署。 _ 同 -天内 受到两 方猛击 ，琦善 已无路 可走。 

2 月 14  y 奏折中 ，他 称会阽 义律是 "缓兵 之计” .实际 上是 “缓” 

道光帝 “之计 ”； 他又祢 会谈围 锋香港 冋题， 很何 能是风 闻同僚 

广东巡 抚怡良 乘他不 在广州 t 于 2 月 11 曰 出奏 弹劾他 “私许 

香港 

由上 可见， 最晚从 i 月 20  口起 ，琦善 -直对 抗道光 帝的谕 

今， 拒 不攻“ 剿”， 坚持 用和谈 来解决 争端。 而到了 此时， 新的将 
甲 参赞即 将到来 ，换 马已 成# 筅 ，他 被黜只 是时间 问题 ，也 不得 

不改 弦更张 ，准 备武装 抵抗。 为此， 他还在 2 月 14 曰奏 折中向 

道 光帝保 证：“ 此后该 夷再来 投文， PI 应遵 旨拒绝 。” 

G 来的半 实表明 ，琦 善对和 谈还不 死心。 1841 年 2 月 16 

H, 义 律照会 琦善， 弥英军 巳撒离 舟山， 要求于 2 月 20  F3 前在他 

的 ■(善 定 电笪》 上签字 ，否则 “仍复 相战' © 琦 薺经受 不住此 等恫 
叩 ，立 即忘记 「白 Q 的保证 ，十 2)1  IS  QS 照义律 ，真的 行使起 

“ 缓兵之 汁”：“卜1 来抱恙 甚重， 心神 恍惚， 一俟疮 叱 即行办 

hV， 
2 月 19  口 ，琦 朶派他 的交涉 专使 鲍鹂去 送这份 “ 缓圬” 的照 

会 ，伯 义律不 会芮要 片休， f 吏  撰- - 文件 ，再 次做出 让步： 从原先 

的“只 许香港 _  -隅” ，扩 尺 为“汴 他 全岛'  他嘱 咐鲍_ ，符 

故顺 则付， 倘竹反 H ,  +要给 他 r 第- 二天， 鲍鹏 还足带 w  r 这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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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因为 ，据 这位当 过买办 、贩 过鸦片 、被地 方官指 名捉拿 、其 

至民间 传说是 大鸦片 商颠地 的幸童 、而被 琦善加 以八品 顶带的 

信使 的观察 ，“光 景不好 

就历 史的结 论而言 ，即使 琦善和 义伟达 成了协 也 决不会 

被两 国政府 批准。 但作为 历史的 考察而 Vf, 分析 一下两 人各自 

提出 的最 后价码 ，也不 是没有 意义的 ，这 可以使 人们清 楚地# 到 

他们的 思想。 

琦薺对 英方是 不停地 还价， 其最高 还价是 1841 年 1 月 31 

曰 向义律 提交的 《酌定 章程》 ，该条 约仅有 4 条， 内 容为： 

一

、

 

 

准许英 人在广 东通商 ，准许 英人仵 香港地 方一处 寄居。 

一  1、 此后英 
人来广 

东贸易 
，悉 按旧例 

办理。 

三 

、

 

英

 

船夹带 鸦片和 违禁品 、或 漏税 走私者 ，货即 没官， 人即 

治罪 u 

四 

、

 

英

人

 今后对 此处理 不得有 沣议。 ® 

由于 琦善打 算用私 下解决 的方法 处理被 焚鸦片 的赔款 ，条 

约 内对此 事没有 涉及。 从 琦善所 拟的条 约内容 来看， 除 给予香 

港地 方一处 寄寓外 ，并 没有其 他违旨 条款， 反而明 确重申 了以往 

的 旧例。 在 当时条 件下， 面对 凶恶的 敌尹， 可以认 定琦善 已经尽 

其 最大可 能维护 中国利 益了。 

义 律最后 的出价 ，是 1841 年 2 月 13  H 送交 琦善的 《善 定事 

宜> ，该条 约共有 7 条 ，內 容为： 

、 英人前 往广 州贸易 ，按旧 例领取 牌照， 准许自 由 出人。 

中国 政府保 证其生 命财产 安全。 查 无违禁 品的英 船主， 无须 A 

结。 

二 

、

 

两

 

M 官员公 文平等 往来。 商人 业务由 商人自 办， 并按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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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向中 国官宪 a 文。 

三 
、 中国 氧帝批 准将香 港一岛 给千英 RS 主， 并准许 中网船 

只 上香港 通商。 

四 

、
 
在
 华英人 犯罪， 由英 、中 两国官 共同 审理， 在 香港服 

刑。 在 香港的 中国人 犯罪， 引渡给 中国， 由中 、英 两国官 员共同 

审理。 

五 

、
 
英
 船按旧 例驶入 黄埔。 英 商交纳 行商费 用以道 光二十 

一
 
年
正
月
 

初
一
日
 

（
1
8
4
1
 

年
 

1 月 
2
3
 
 

口
 
）
 
为
准
，
 

不
得
 

再
增
。
 

两
国
通
 

商章程 、税 率等项 ，由中 国行商 3 人和英 国商人 3 入 共同讨 论拟 

定 ，由 广东官 府批准 实施。 中 国行商 3 年 内还清 欠款， 3 年内取 
消行商 制度。 

六 

、

 

今

后

 
英商携 带违禁 品入境 ，货物 没收， 人 犯或由 中国驱 

遂 ，或 交英方 
处理。 

七 

、

 

条

 
约由英 全权代 表和清 钦差大 臣盖印 ，然 后由英 国政府 

批准. 
再由 清朝钦 

命大学 
士盖印 

由于义 律也同 意私下 处理鸦 片赔款 ，条 约对 此没有 涉及。 

义律 所拟的 < 善定事 宜>  与 《巴麦 尊致屮 S 宰 相书》 的要 求相 

比， 减少了 赔偿军 费一项 ，与巴 麦尊拟 定<  条约草 案>  相比 ，减少 

了 增开通 商口岸 、英国 在通商 口厗派 驻官员 、赔偿 军费、 赔款付 

清前占 据舟山 、未 付赔 款计息 诸项； 相应地 增加丫 领事裁 判权、 

另订通 商章程 、取 消行商 制度等 内容。 若以 义律的 < 善定 章程》 

与巴 麦尊的 < 条约 草案》 相比较 ，前 者更 对中国 有利。 义 律完全 

违背了 巴麦尊 训令。 

但是 ，若将 义律的 价码与 琦善的 价码相 比较， 双方的 差距仍 

是非常 之大。 由此 看来， 即使 没有道 光帝停 止谈判 、大兵 开战的 

偷旨 ，琦善 是否会 同意义 律的要 求而在 《莕定 丰宜) ■上 签字 ，仍是 



不能宵 定的/ 

有论 苦据 义律干 1 月 20 日宣布 的所谓 《初步 协定》 和后来 

的 《南 京条约 > 相比较 ，认 为此 期琦善 外交取 得了大 胜利。 我以 

为 ，此 论似为 不妥。 

其一 ，无论 是义律 1 月 20 日 宣布的 《初步 协定》 ，述是 2 月 

13  HI 送交的 《善 定事宜 >， 琦 善实际 h 都没有 同意； 而琦 善 1 月 

31  hi 发出的 < 酌定章 程> ，义律 也 没有同 意。 在广 东谈判 期间， 

中 英双方 根本就 没有达 成任何 协议. 义 何从与 《南京 条约》 相比 

较， 又 何从称 之为外 交胜利 9 

其二 ，义 律在广 /K 谈判期 N 所作出 的让步 ，似 为其个 人的行 

动 ，而 非琦养 所致， 匕麦尊 e 来几 次批 责义律 ，都说 明了这 一点。 

我 们裣视 琦善谈 判中的 所有照 会以及 行关 谈判的 资料， 肴不出 

他 在外交 h 有 何高明 之处. 似不能 把他那 神不断 变换角 色的说 

同 ，当 作可说 的战术 。此 时 他与清 f 朝 绝大多 数官员 的差别 ，仅 

仅奋 :丁％ 別人 t 剿” .因 吋允“ 外交” 可言； 而 他反对 “剿”， 因而有 
此“外 交”的 磨难。 

琦 善在广 东谈判 期间的 抗旨， 无论怎 么说， 都不能 算作是 

细节。 W 此， 按 照儒家 $ 说和清 朝的法 律， 琦善罪 无可逭 ■：, 

可是 .若 不以《 主的 是非 为是非 1 反 过来检 讨道光 帝的决 

策 ，我们 又 "I 以看 到， 如同先 前由“ _”转 ‘‘抚 ”一样 ， 此 期的由 

“抚” 转“剿 ”仍是 卜分较 率的。 从他这 1 时期的 朱批和 渝旨来 

看 .他似 乎 f 是很 注意英 方提出 条件的 a 体内 w， 而是 K 怒 r 英 

斤 提出 条件的 行 动本分 ... “情 间恭顺 ”催生 +:  “抚” ，“ 桀骛 不 驯” 

促成 _ 卜: “剿％ 他 的这祌 看问 题的 视角， 自 是“夭 朝”大 萆帝的 

风格 所定， 而 这种肩 现又在 某些 方面 类似 文化華 :命期 N 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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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 的好恶 ，酿成 …波 三折。 

作为一 名臣子 ，琦 善完 全知道 杭旨的 风险。 但 他竖持 和谈， 

一方面 是出自 自倍， 以为自 己既可 以说服 道光帝 又可以 说服义 

律， 这 一点是 虛幻的 ； 另一方 面娃出 S 清军 不敌 英军的 判断 ，而 

这一点 恰恰是 事实。 与 伊里布 的支 支吾吾 不同， 琦善在 奏折屮 

是真 话实说 ，反复 b 陈。 这也是 琦善唯 一可贵 的地力 V 

五 虎 门大战 

在 弱肉 强 食的殖 K 主义 时代. 外交 h 声音的 大小， 不 在于是 

辩 打理， 而取 决于武 力。 鸦片战 争中的 虎 n 之 战 典型地 说明中 

英双 方军 如支 力的 差距 

虎门位 于 今广 东东莞 市。 它不是 一个 点位的 概念， 

指 外濒伶 a 洋， 内联 狮子汴 ， 长约 8 公弔的 一 段珠江 江而 以及附 

近两 岸的地 KUtwjjra)、 1_-:足「 州的 ri 户。 若 要抗拒 浮 海而 
来的 侵略 荇， 其战 略地位 菇小 vt 而喻的 _■ 

止 :囚为 虎门的 战略地 位和 地理形 势， w 朝统 治者都 f  重虎 

f  j 的设防 ，其 M 早的 :L 私可 追溯到 明万 历朝。 淸 康熙朝 肟， 修防 

不断 ，逐步 形成 要塞 蚬榄。 181(1 牛， 崧庆 帝增 设广东 水师提 1?， 

其衙 菁就设 /+: 武山侧 G 的虎门 寨 （争 太 平镇 ） ，丘 接指挥 此处的 
防御 

但是 ，虎 M 防御 1:程 建设 的关 键年代 、足 1835 罕 1«39 

W 总设 汁师为 关天坫 -、  
' 

先足 1834 年律分 中. 来华， 命英舰 2 艘闯 过虎 门 要塞， 一血 

迕抵 黄埔 ，咸 遍广# I  虎 iTf?r 午:锊 竭尽 全力 叫之开 火， n 仅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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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2 人 ，伤 7 人， 英舰也 仅受到 .些 轻伤； 但己方 的损失 却相当 

惨重。 道光 帝闻讯 大怒， 罢免广 东水师 提督李 增阶， 调苏 淞镇总 

兵 关天培 继任之 ，命其 一洗旧 
关天培 ，江 苏山阴 （今属 淮安） 人， 以武秀 才补清 军把总 ，积 

20 余年经 历累迁 至参将 。其 一生 中的转 折点， 在 T  1826 年首 

行 海运。 是时 ，他 以吴淞 营参将 的职份 ，柙 解粮船 1254 艘开出 

长江 ，扬 帆北上 >其 间虽有 300 多艘因 R 潮漂 至朝鲜 ，但 皆觅道 

而 P。 当浩 浩荡荡 的船队 驶人天 津时， 百万石 漕粮斛 收无缺 ，三 

万名水 手全部 安然。 道 光帝闻 讯大喜 ，升关 天培为 副将， 未久， 

又 升其为 总兵。 1833 年， 关天 培进京 陛见， 道光帝 仍不忘 此事， 

温语 嘉慰。 

1834 年底 ，关天 培接手 新职。 他洋细 考察了 虎门的 地理形 

势 ，提 出了三 重门户 的防御 设想： 

一
 

、

 

沙

角

 

、
大
 
角
两
 
炮
台
相
 
距

太

远

 
，
难
以
 
形
成
交
 
叉
火
力
 
，
故
 
改
为
 

信炮台 
^  一 旦有敌 

舰内驶 
，两 处即发 

信炮, 
通知上 

游各炮 
台守军 

准备 迎敌。 
此即 第一重 

门户。 

二

、

 

 

上横档 岛一线 地理形 势占利 ，为重 点防御 区域。 在东水 

道， 他改建 
武山西 

侧的南 
山炮台 

，更 名为威 
远炮台 

，安炮 
40 位， 

加 固威远 
炮台以 

北安炮 
40 位的镇 

远炮台 
，加 固上 横档岛 

东侧安 
炮 40 位的横 

档炮台 
，企图 

以威远 
、镇远 

、横 档三 炮台共 
120 位火 

炮， 控御 横档东 
水道。 

在 西水道 
，他 新建上 

横挡岛 
西侧的 

永安炮 
台 ，安炮 

40 位， 新建 芦湾东 
侧的巩 

固炮台 
，安炮 

20 位， 企 图以永 
安、 巩固两 

炮台共 
60 位火 炮控御 

横挡西 
水道。 

此即第 
二重门 

户。 

三

、

 

 

加固大 虎山岛 东南侧 的安炮 32 位 的大虎 炮台。 此即第 

二 重门户 。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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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虎门防 御作战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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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835 年 t 关大培 ft 叫广 总膂卢 冲的 i： 持 K ， 历时约 1(〕 个 

月， 按照上 述构® 改造 虎门防 R 体系， 竿底 〖： 陧完 r_。 t 
两乍之 后， 1838 年.  3 他仑 來华 ，英舰 fiM 虎 fh  X 天培被 

迫屈服 （详 见笫 ：草奶 - 节）. _. 氓杇 ，关天 培乂在 两广总 膂邓廷 

桢的 支持下 ，根 据此次 唭 ff 镇露出 来的虎 门防 _u 体系的 缺陷 ，再 
次加强 防御能 力：一 、在 镇远炮 台和威 远炮台 2 间 ，新诖 靖远炮 

台，: i- 炮 60 位。 这 菇当时 淸朝璐 域内构 筑最 Y 固、 火力最 强欠 

的炮 台。 二、 仵 饭 箩排和 h 横 a 岛的 两侧 ，架起 两道至 武山 的排 

链 ，以 迟 滞敌舰 的内 驶速度 ■:声 

MM 年 ，增建 I: 程完 了:， 虎门成 为淸朝 最强人 的海防 要寒。 

钦龙 大臣林 则徐前 往虎门 销烟时 ，呰 奉旨 检查了 工程质 M， 对关 

天 培设计 的虎 n 防 卫体系 表 a 

关天培 的二重 门户 设想 ，重点 在第 _ .:甫 门户 ，即 上横朽 品 1 
线， 尤其以 横档东 水道为 萏 ，炮 台火炮 ，泰 半设于 此处。 

1835 年起 ，关天 培制定 虎门清 军舂 秋两操 的章程 ，◎ 后乂 

根 据防御 的扩大 而修 改。 @ 所 谓舂 秋两操 ，即# 秋两 爭的 演习。 

该章 枵实 际上 就未 来作战 的应敌 厅案。 恨 据关天 培的章 程：虎 

M 各炮台 平时 守汚共 59() 名， 平均每 3 兵苕护 2 炮， 演习 时冉增 

派 协济兵 r  67U 名， 大约每 4  K ■操 1 炮； 演习时 汗肩 另调 水师战 

船 10 艘， 每艘炮 12 位 、兵 T 水 _f  64 名， 共汁炮 120 位， 圬 640 

名； 演习时 55 调 ■水 阵式兵 、中水 对械兵 、爬 桅兵 、能 凫深 水兵等 

水屮交 战兵 r 百余 名。 全体昝 加演 习的淸 军共计 2f)2S 名 ■= 此 

数即虎 门战时 编制。 

根据 泠天培 的章程 ：敌舰 闯入虎 n  口 端时， 沙角 、大 角 守军 

发现 后施放 信炮， 通知后 路；  3 敌 舰驶 入横裆 东 水道时 ，以 威远、 

请 远、 镇远 、横档 四炮台 轰击之 ，敌舰 因棑 涟阻 «，必 荈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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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势 得停 留多时 ，正利 干清军 火炮连 番轰击 ，此 时部 署在横 K 

后 路的清 军师船 和水中 作战兵 r， 亦 前来配 合炮台 作战； 若敌舰 

驶入 横档西 水道， 以永安 、巩固 两炮台 轰击之 ，而 清军师 船及水 

中 作战兵 丁亦前 来配合 对敌； 若敌 舰闯过 横裆一 线防御 ，继 续深 
入 ，以师 船和大 虎炮台 拒之。 

这是 -个完 整的作 战方案 ，但它 是根据 1834 年律劳 卑来华 

时 虎门之 战的经 验而制 定的， K 实质 是层层 堵截， 防止敌 舰阒过 

虎门 ，莨 過广 州。 可是 ，敌 舰若 不是急 着闯过 虎门， 而是 直接进 

攻炮台 ，那 么三重 门户 就成 r 三重 $ 不相 连孤立 无援的 据点、 

关 天培的 9 台 10 船 426 炮 2028 人的战 时编制 ，⑬也 是根据 

1834 年、 1838 年两次 来华的 英舰数 目而确 定的。 也 就是说 ，关 

天培设 计的虎 门的防 御能力 ，仅 是敌舰 数艘。 @1841 年， 英军采 

取 的却是 直接进 攻炮台 的战法 ，而 舰船数 扫是虎 门设计 能力的 

数倍！ 由 于 林则徐 等人的 敌 情判断 失误 .虎 f  j 的 防御体 系节临 

战之际 己 经来不 及修改 ，只 是增加 一些兵 勇火炮 而已。 
由 此可见 .清 王朝倚 A 长 城的虎 门防卫 体系 ，正 如明 代尽心 

尽力 修筑的 K 城 未能阻 止其祖 先的数 度入犯 +样 ，木 身就是 - 
只靠不 住的跛 脚鸭。 

有论者 将虎门 之战的 失败. 归咎 于琦箬 的撤防 或拒不 派援， 

对此 ，我在 绪论屮 已经扼 要提及 ，这 里再 作进- -步的 分析。 
据 林则徐 奏折， 1S40 年 6 月鸦 片战 争开 始时 ，虎门 的清军 

兵 勇共为 3000 余人 ，这 比关天 培的战 时编制 增加广 1000 多 

入。 四个 年 10 月 ，广 /K 巡 抚怡良 奏称： “虎门 内外& 
隐口， 圬勇共 杳万人 ，督 臣林则 徐前 次奉到 谕旨， 当即令 同臣将 

次耍口 隘之兵 ，陆 续撒减 二千余 名 。”这 吼所你 的“虎 门内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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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虎门外 的九龙 、澳门 和虎门 内的狮 子洋以 上的各 处防守 ，当 

然， 也包括 虎门。 怡良所 奏的“ 万人” 和“撤 减二千 余名” 都是靠 

不太住 的数字 即使 以“万 人”来 计算， 参照先 前林则 徐的奏 

折 ，澳门 有设防 典勇约 3000 人 ，㉚九 龙有设 防兵勇 1000 余人， ® 

那么 ，虎门 兵勇至 多不过 6000 人。 这个数 字虽为 关天培 的战时 

编制的 三倍， 却只有 虎门交 战时实 际兵力 的二分 之一强 ^ 
现 有的研 究已经 证明， 关于琦 善撤防 的各种 记载是 统统靠 

不住的 。@由 于当时 盛传这 神说法 ，琦善 被革职 逮问后 ，审 讯时 

专门 问及这 一点。 如果说 琦善对 其他问 题尚有 支吾， 以 示自己 

认 罪态度 良好， 那惟有 对此事 却斩钉 截铁毫 不犹豫 地否认 。@撤 

防并 非受贿 之类， 可私下 暗行， 又何 以瞒住 他人？ 琦善若 真有撤 

防 之事， 在此关 系到其 身家性 命的审 讯时, 又何 以敢出 诳言？ 

与 之相反 ，有关 琦善派 兵勇增 援虎门 之事， 却是有 案可据 

的。 这不仅 可见于 琦善当 时的奏 折， ⑭而 且从英 方的记 录中可 

以得 到验证 沙角 、大角 之战后 ，英 方同 意暂时 停战. 条 件之一 

是 “应将 现在起 建之炮 台各工 停止， 不得 稍有另 作武备 

虎 门第二 重门户 横挡一 线的增 兵添防 工作一 直没有 停止。 
伯麦于 1841 年 1 月 11 日和 13 日， 两次照 会广东 水师提 督关天 

培， 要求对 此作出 解释， 沍则立 即动武 关天 培立即 复照， 表示 

“ 排链已 不添安 '各 山所 搭帐房 “全行 撤去'  新增 援的官 兵不能 

立 即退走 ，是因 为雇船 “未能 速到” 。■从 后来 的事实 来看， 关天 

培 的答复 是缓兵 之计， 除排 链一项 外均未 实办。 
经过 琦善等 人努力 ，至交 战时， 虎门地 区的清 军兵勇 总数达 

到 11000 名以上 而英方 又称， 在虎 U 地区共 缴获大 小火炮 

660 位以上 以此兵 、炮数 目与前 相比， 我们只 能得出 一个结 
论 ，那 就是， 琦善并 没有削 弱虎门 的防御 力量， 反 而加强 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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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也有 一些论 者批评 琦善增 援不力 ，即 未派出 更多的 兵勇加 

强虎门 防御。 我以为 ，这 也要作 具体分 析。. 

就清 代的兵 制和圬 额而言 ，调 兵并非 是一件 易事。 在一狭 
小 地区増 派兵勇 8000 余名 ，琦 善似也 □竭尽 其可能 ^ 从 全国范 

围来看 ，在 鸦片 战争中 ，虎门 地区的 兵勇火 炮超过 各海防 要地， 

是 居笫一 位的。 

就军 事学术 而言， 虎门此 时再增 加兵勇 已经毫 无意义 。如 

威远 炮台， 设炮 40 位， 平 时守兵 60 人， 战 时编制 160 人， 而到交 

战时 该台兵 弁增至 327 人 ，另外 还雇勇 91 人。 至此 ，兵 多已不 

能增加 战斗力 ，反而 成了活 靶子。 从 炮台的 规制建 构来看 .也巳 

容纳 不了 更多的 兵勇。 琦善亦 奏称， “炮台 已充满 ，亦复 无可安 

插”。 
当然 ，还 须说明 的是. 尽管琦 善对虎 「] 防御 作过如 h 的努 

力 ，但 并不相 信这些 努力会 奏效。 1840 年 12 月 26 日， 他在第 

一次增 兵虎门 时便奏 称:“ 借此虚 张声势 ，俾 该夷知 我有备 ，一面 

乂备 文向其 开导， ® 增兵本 非为战 ，不 过“ 虚张” 而已， 目 的仍是 

“汗汙 '  而他 后来的 增兵， 情况自 然不冋 ，但 从其 奏折中 可以嗅 

出他应 付道光 帝一意 主“剿 ”的严 旨不得 不为的 味道。 

那么 ，虎门 战败的 真正原 因是什 么呢？ 

虎门战 役的第 仗 是沙角 、大角 之战。 1 月 7  H 清晨 ，英舰 

加 略普号 、海 阿新号 、拉 恩号 （共 载炮 52 门） ，进至 沙角炮 台的正 

而， 轰击炮 台吸引 守军； 英武 装轮船 4 艘拖带 小船， 运送 地面部 

队共 1461 人， 在炮台 侧后约 4 公里 的穿鼻 湾登陆 ，实施 迂回攻 

Ttr, 上午 10 时 ，英登 陆部队 占领第 道横 向山岭 ，构 筑安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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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野 战炮兵 阵地 。 登阽 英军 地而部 队遂在 K 野战 炮兵 的掩护 

下 ，进 攻清军 山上临 时 军营。 守军 虽以炮 火还击 ，但 无法 抵御居 

商临下 的英野 战炮兵 ，军 营起火 ，延烧 兵栅 ，该 军营 陷落。 英轮 

船 2 艘 fr: 送完 登陆部 队后， 再次 机动、 选择 冇利 地形， 炮 击沙角 

山上小 炮台， K 制其 火力。 攻克 山上清 军军背 的英地 面部队 ，乘 

势攻占 沙角山 h 小炮台 ，并 续向山 S 清 军军营 进攻。 这时 ，英军 

4 艘武裝 轮船已 全部进 罕 沙角炮 台的正 而， 参加 加略 普号等 3 

舰对 沙角炮 台的轰 炮台守 军此时 已无法 杭受英 军的凶 猛炮 

火， 兵 丁死伤 过半。 而登陆 英军在 攻克山 谷淸军 军营 公， 冉次行 

动， 从侧 后 进攻沙 角炮台 。守 军背 K 受敌 ，副 将陈连 升战死 ，炮 

台 沦陷： 

就战术 iftfTT, 沙 角之战 应使清 军大卄 眼界。 这 些狡猾 的“逆 
夷'  S 然不 作堂堂 IHTT: 的 正细 攻右 ，反 吋 偷偷攒 摸地绕 行到炮 

台 的背 A7, 击 打自己 尤防护 的柔软 的腹部 然而 英军这 种战岘 

攻击 正面、 陆军抄 袭背店 的战术 ，体 现出 米的是 近代的 军半学 

术， 特别 是其登 陆部队 ，抢占 制高点 ，辅 以野战 炮兵， 次 第攻击 

ilr  t 军营而 山上小 炮台时 山谷 军营而 小 :炮台 ，连续 作战， 各个* 

破， 其攻击 路线流 畅有序 ，在 军半史 上属上 乘之作 t 淸军 则被动 

令极 = 在关天 培的设 计 中， 沙 角本属 信炮台 ，敌 舰若不 内 驶便枭 

无 意义。 此时 在横裆 一线的 关天培 ，距 战场仅 二、 w 公 _「ft 之 遥， 

一 无所为 ，眼睁 睁地# 着手下 的_  _支 部队 被英军 吃掉。 二 重 门 

户 的设计 弊陋， 由 此暴鈮 无遗。 

沙角之 战失败 r, 然清军 若从 此认识 到苋 军吏苦 阽战 ，也可 

谓 失中有 得。 但飪 ，在 清军的 情报系 统中， 这支明 明分隶 于 英半 

第 26 团、 第 49 团、 4 德拉斯 上著艰 兵第 37 团 以及海 年荇 舰水 

兵 的止牌 “  年: ，却被 吏-名 W 妙 地误认 力是汉 奸。 S 至述 饤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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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这 些供“ 夷”人 驱策的 r: 命 ，原本 是琦善 ® 散的 水旁⑼ 
就在 沙角 幵战的 同时. 英舰萨 马兰号 、都 鲁赍号 、哥 伦拜恩 

兮 、摩底 f: 底弓 (载 炮共 106 门） ，进 至大角 炮台的 正面， 以其舰 

炮猛 烈轰击 守军， 就 数觉而 言， 英军 岘炮 已是 清军的 4 倍 有余, 

就质 锖而 TT ， 汔 别有 如霄壞 。成 片成 片的 炮台工 事 在炮击 中倒 

塌， 守军虽 作还 然来 奏效， 反 fr: 敌炮火 下无以 31：足， 无处藏 

身 当 英军基 木打垮 大角炮 台的抵 抗后， 芥舰水 兵搭乘 小船从 

炮台两 侧登陆 ， 队被轰 丌的缺 n 处攻人 炮台。 守军无 心丙战 ，纷 

纷向 V?iU 溃退 ，炮台 失守。 

此外， 在沙 角战斗 即将结 束时. 英武装 轮船率 各舰所 配属的 

小船， 向 泊于晏 臣湾的 淸军师 船和雇 船发起 进攻。 在水 面战 q. 

中 ，淸军 更+足 对手。 尽管英 军未使 用正规 战舰， 仍将淸 军打得 

落化 流水。 英军 共* 溃清 军战船 11 艘， 从船上 缴获大 小火炮 
82 位， 

不同 于先 前的定 海之战 ，沙角 、大 角之 战前清 军巳作 了充分 

的战斗 准济， 咁 tL 在战屮 屮也表 现出高 昂的十 1 和非凡 的牺牲 

褚神。 清中: 共 战死 277 入， 53 伤亟 而死 5 人 ，受伤 462 人 ，共计 

744 人。 ft 鸦片战 争中， 除镇江 之战外 ，我 们 还找 不到何 地清军 

能 存 如此的 拼死 抵抗。 m 是 ，将 上用 命仍不 免于毁 灭性的 失败。 

如此 G 大的伤 I:: 换来 的是， 苋 军受伤 38 入， 无死 亡！® 

战争的 现实就 岱这 么冷酷 、丝 毫也+ 照顾正 义的一 方。 

沙龟、 大角 之战洽 ，英 舰队溯 江 而上 ，进 逝虎 N 第 ： 重门户 

横档 一线 ，并 闽困 h 横 档岛。 局 势十分 危急。 1 月 8  口 ，英 S 远 

狀 军海军 司令伯 麦， 样放 战俘， 并让战 俘带交 一 照 会给关 天培， 

声 f 尔淸 力_ 若 打 “  )115 [理 讲和 之议” ，英方 亦同意 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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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 天培值 此危局 ，态度 软化， 当 即复照 ，称伯 麦的照 会己转 

交 琦善， 请英 九等待 M 复 ，"可 否再 为商 琢” ，即軍 幵谈判 ，并称 

“缓商 办珅: ，未 有不成 之事％ ㉙很 明显， X： 天培 此时已 无战意 ，更 

倾向干 谈判， 甚至用 “未有 不成之 这一 含混 的许诺 ，要 求英方 
退兵 ，并以 退兵为 和谈的 前提。 

英方 收到此 照会， 立即停 ih  r 军 半行动 ，并向 关天培 提出了 

停战 t 条件。 ® 不久后 ，琦? ？ 和义律 s 开谈判 ，英 军退出 虎门。 

尽管关 天培此 时有意 尸 以 谈判解 决中英 争端， 但他作 为一 

名军事 说官， 对和 谈毫无 职权 可言， 只 能寄希 望于琦 善；® 而在 

义律 等人频 频发出 战争威 胁之下 ，他的 职责又 要求他 加强虎 n 

的防守 ，准备 再战。 然而， 他此时 面前又 有着两 件急迫 棘手之 

半： 

一
 

、

 

沙

角

 

之
战
暴
 
露
出
清
 
军
炮
台
 
侧
后
的
 
空
虚
。
 

据
 
此
教
训
 
，
关
天
 

培+ 顾停战 
条件巾 

"不 得稍有 
另作武 

备”的 
限定， 在琦善 

的支持 
K， ㉚在 武山 侧后的 三门水 道开始 修建一 座安炮 80 位的 隐蔽式 

炮台 ，以 防英 军故技 重演; 在威远 炮台的 南侧 、上 横档 岛等处 ，紧 

急 修建沙 袋炮台 ：又在 各 处炮台 的侧后 ，添派 雇勇， 准备与 抄袭 

后路 的英登 陆部队 作战。 伯麦见 情曾两 次照会 关天培 ，提 出责 

难， 而关 天培仅 在复照 中表示 顺服， 实际工 作并未 停止。 

二 

、

 

沙

角

 

、大角 之战后 ，清 军士 气大受 挫伤。 一部分 兵弁闹 

常 讹钱， 
否则 将纷纷 

四散。 
关天 

培为安 
抚士兵 

留防， 
只得 典质衣 

物 ，每 兵给银 
2 元。 ® 琦善 

亦为此 
而拨银 

l.t 万元 
，发给 

关天培 
等人. 

以作 
激励兵 

弁士气 
之用。 

® 

然而， 关 天培抱 有希望 的琦善 一义律 的广东 谈判， 此 时已是 

燃油耗 埤的灯 I 光 线揺曳 而终将 熄火； 关天 培的种 种筹防 措施, 

也 为英军 所疑忌 ，终 使其采 取军事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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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 年 2 月 23 日 ，英 武装轮 船复仇 神号和 一邱所 附属的 

小船， 由晏 臣湾闯 入-: 门水道 ，驱走 正在该 处设防 的清军 船只和 

兵勇， 破坏尚 未完工 的炮台 。次 口， 复仇神 号和小 船再入 三门水 

道 ，拆毁 阻塞河 道的各 神设施 

战 斗重新 打响。 空前规 模的大 战在关 天培设 防的重 点横档 

-线 展开。 该处 有威远 、靖远 、镇远 、横档 、永安 、巩 固六 座炮台 

及两道 排链。 至 此时， 尽管第 一道排 链已经 毁环， 佴该处 清军的 

武力已 经得到 r 极大的 加强： 

一
 

、

 

武

 

山
一
带
 
的
镇
远
 
、
靖
远
 
、
威
 
远
三
座
 
炮
台
，
 
火
 
炮
增
至
 

147 

位; 在 威远炮 台南， 建有 2 座沙 袋炮台 ， 安设小 型火炮 30 位； 在 

炮 台后山 ，建 有军营 ，驻以 兵勇， 以防英 军抄袭 后路。 

二 

、

 

在

上

 
横档岛 ，除原 设横档 、永 安两 炮台外 ，修复 横档山 h 

炮台； 
@并 在该岛 

的南北 
，修 建沙袋 

炮台； 
在 岛中部 

，建有 
军臂， 

驻 以兵勇 
，准 备与登 

陆英军 
交战。 

全岛的 
火炮数 

目增至 
160 位。 

二 、在 芦湾 一带， 除 原设巩 固炮 台外， 又在其 山后建 一军营 ， 

驻守 兵勇。 炮位和 军营共 有火炮 40 位。 

总之 ，在横 挡一线 ，清 军在 当面共 有兵勇 8500 人 ，火炮 377 

位, @增 加的数 量不为 不多 ，但 防御的 核心仍 是原设 6 炮台。 

2 月 24 日 ，英 远征军 海军司 令伯麦 向关天 培发出 最后琿 

牒 ，要求 将横档 •线清 军阵地 全部交 由英军 “据守 未 收到答 
复。 2 月 25 日 ，英 军开始 行动。 首先 占领下 横挡岛 ，在 该岛的 

制高 点设立 了共有 3 门重炮 的野战 炮兵阵 地^ 

2 月 26  口 清晨， K 横档 岛英军 野战炮 兵向上 横档岛 射击， 

多次 击中诙 岛清军 炮台、 军营。 由 于清军 火炮多 S 于诙 岛东西 

两端， 又兼英 野战炮 兵居高 临下， 难以 还击， 被动 挨打， 岛 上逐渐 

陷于 混乱。 一些 清军将 领见势 不妙. 驾小 舟离岛 北逃， 愤 怒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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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们 不是 向英军 ，而 是向逃 将们卄 r 第 一炮。 

上亇 时 左厶， 风起， 英舰 幵动。 各载炮 74  n 的 伯—汉 

兮 、麦尔 威厘号 和武 装轮船 良后 弓-为 一路， 攻汀 武山。 为 了躲避 

横捫 、威远 等炮台 的射击 ，该 路英 舰船沿 晏臣湾 航行〜 设 f 威远 

炮 台东南 的淸军 沙袋炮 台和威 远炮台 向该路 英舰船 开炮， 然沙 

袋 炮台火 炮太小 而威远 炮台射 击夹角 过大. 无法 对英舰 船致成 

威胁。 伯乓汉 号和安 尔威 厘号分 别在威 远炮台 W 南 360 米、 540 

米处下 锚， 以猛 烈炮 火轰击 武山 三炮台 。 淸 军靖远 、镇远 两炮台 

IM 射 击夹角 限制而 不能犮 挥作用 ，横 B 炮台 又被 K 横 a 岛英野 

战炮圬 所压制 ，只 有威 远炮台 独自还 右。 英舰 在长时 间的炮 击 

r〒，s 本摧毁 r 威远 、靖 远和沙 袋炮 台的怍 战能力 ，水兵 300 名 

乘势搭 乘小船 登陆， 进攻各 炮台。 至 卜-午 2 时， 武-山 -带 备炮台 
火陷， 关天 培及 20 余名兵 弁战死 （外 对照 沙角 、大角 之战） ，绝大 

多数在 战斗中 溃逃。 肚 守炮台 后山的 清军兵 勇未主 动出击 .反 

被英 ¥ 驱散。 

- 在忙! 兰汉 吱等舰 卩动的 同时， 载炮 74 门 的威厘 士厘号 、载 

炮 44 『I 的 都啓壹 号和 4 艘较型 战舰为 W —路 ，攻 占 横 裆西水 

逍。 威 M  h 厘号 、都魯 壹^在 西水道 的止屮 F 锚 ，用两 侧弦炮 PJ 

吋 向两岸 的永安 和巩固 炮台 开火， 而轻 ^舰 加略 皆号 、萨马 ^ 

弓 _、 先锋兮 、硫 磺号则 穿过西 水道， 在 上横阼 岛防 卫薄弱 的西北 

部 1、 锚， 轰 击该岛 的炮台 和军觜 .， I 〔横 a 岛 淸军 已经遭 受了下 

桢粑 岛英 K 战炮 兵的连 绩几小 时的轰 此时 在英军 6 舰 200 

余门火 炮的 攻击下 .巳难 以支持 。至 K 午 1 吋 ，永安 、巩 固两炮 

台均 被打垮 ，停止 射击。 T 已 机动至 F 横裆岛 南 恻避炮 的英轮 

船复仇 神弓等 船 ，乘 机运送 陆军在 h 横档 岛西端 登陆。 英军在 

r f f 领 永安炮 台后 向东发 屐进攻 .次 第占领 该 & 中部 的清军 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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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岛 西端的 横档山 上炮台 和横裆 炮台。 由于岛 上清军 无处逃 

生 ，共冇 250 人战死 ， 100 余人 受伤， 另有 1000 余 人成了 英军的 

K 亇 4 时， 威厘十 厘号的 水兵， 搭乘轮 船和小 船在巩 固炮台 

处 铙陆。 该炮台 已被英 军击毁 ，守 军早已 逃逸。 英军占 领巩同 

炮台后 ，继 续叫 后山 淸军军 荇进攻 ，驱散 了守军 ，焚 烧了 军营。 

至 卜午 5 时， 战斗全 部结; 

英军在 横裆一 线战牛 屮采用 了避实 方 虚 的战法 ，主 力没有 
放 在清军 防卫 较强的 东水道 ，而 是在 防御相 对 薄弱的 西 水道生 

施 突破； 而在 西水道 作战的 大多数 英舰， 乂 转攻防 卫力更 弱的上 

横裆 岛西 北部； 该 岛东部 强大的 横档山 上炮台 和横档 炮台， 如间 

沙角炮 台一样 ，被 英军 从背后 攻破； 即便是 攻击东 水道的 英军战 
舰 ，也未 深入， 仅把攻 击点放 在威远 炮忪， 从 而避开 了横挡 、镇 

远 、靖 远炮台 的强大 火力。 正因 为如此 ，英军 在此次 火战中 ，几 

尹没冇 受到什 么损失 ，仅行 5 人 受了点 轻伤！ 

关天 培战前 设计的 战法， 本是煜 M 阻截 敌舰的 阑入， 特别是 

从东水 道强冲 硬过。 遇到 这股无 意越过 而竟 然直攻 的敌入 ，实 

际 h 他已无 战术可 rr& 尽管他 在战前 构筑沙 袋炮台 、添防 兵勇， 

但这性 临时设 施在实 战中几 f 无用。 

这 哄， 还 需要说 明一下 英军都 感到奇 怪的下 横档& 未设防 
的 问题。 

下横 朽岛位 Th 横档 岛之南 ，从 近代战 术原则 来看， 它足攻 

右上 横档岛 的一把 钥匙。 吋足  1， 关天 培最初 的目的 在于层 頃堵 
截， 从地 理形势 來肴， 它不如 h 横 aa, 可以 和武山 、芦湾 岜紧密 

地联成 气 ，因 他在 I: 横档 岛人兴 七 木时 ，没有 注意到 K 横朽 

岛。 而到 厂汗 战前 ，仍农 仵卩横《 岛布防 ，是 因七他 还不明 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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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此 时惯用 的抢占 制高点 、运 用野战 炮兵诸 战术， 尽管英 军在沙 

角之 战时已 经运用 过这些 战术。 从下 横挡岛 这一细 部之中 ，我 
ff  ] 可 以看出 当时中 西战术 思想的 差距。 

关 夭培英 勇地战 死了。 人们由 此称颂 他精忠 报国。 当他的 

遗骸 由家仆 领走时 ，英舰 亦鸣放 礼炮， 表示对 殉国者 的尊敬 。他 

已 经没有 机会来 总结自 己 的经验 教训了 ，而 后人只 是一味 赞美. 

以激励 人们效 法他， 义 无反顾 地以身 殉国。 对于 一个英 勇战死 
的战士 ，任 何批 判都已 不属于 是非的 范畴， 而上 升到道 德的层 

面 ，指责 他即与 不道德 同义。 但是， 当我们 离开这 价值 取向， 

在以 后几章 中乂会 发现， 关天培 的错误 ，当时 的人们 又在重 复。 

不知道 关天培 的在天 之灵. 更希 望人们 称颂他 的英勇 ，还是 

希望人 们枇责 他的错 误而以 免一错 再错？ 

从以 上这些 不无枯 燥的军 事学术 上的检 讨中， 不难 得出结 

论： 虎门战 畋与琦 善当家 无涉， 换清王 朝中的 任何- 个 人来主 
持 ，也改 变不了 战败的 命运。 这因为 ，战败 的原因 几乎全 是军事 

的 ，是由 双方军 事力量 的强弱 、技 战术 水准的 高下决 定的。 

可是， 道光帝 却不这 么看。 他没有 亲眼目 睹英军 的武力 ，总 

认为在 军事上 有几分 把握。 他 担心的 不是清 军武力 的弱小 ，而 

是主帅 琦善的 懦怯， 因 而将琦 善种种 清军不 敌英军 的直言 ，当作 

其懦怯 的表症 ，没 有听进 A。 1 月 30  他以奕 山主持 广东军 

务 ，正说 明他还 末看清 实际， 将此当 作主帅 个人的 胆略和 能力问 

题。 2^  20 日 ，他 收到怡 R 关 尸 琦善私 许香港 的密折 ，立 即下 

令 将琦善 革职锁 拿送京 审判， 问题的 性质， 又似乎 转化到 主帅的 

道德 品质层 面去了 ® 虎门之 战的军 事教训 总结， 由此 被耽搁 K 

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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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 律和道 光帝夹 缝中求 生存的 琦善， 同时 受到义 律和道 

光帝的 猛击。 他心 里明白 ，他 只不过 是道光 帝的一 名奴才 ，荣辱 

命 全捏在 道光帝 的手中 ，到此 只能毫 不含糊 地转向 ，以 适应道 

光帝的 睥胃。 1841 年 2 月 14 日 ，他 在奏报 沙角、 大角之 战清军 

伤亡 情况时 ，启 用了他 先前极 度诋毁 的粉鄉 手法， 宣称清 军官兵 

奋 不顾身 ，“接 仗四时 之久” ，“ 共计 剿杀夷 逆汉奸 六百余 名”云 

云。 正如前 节提到 伊里布 ，这种 不无迎 奉帝意 的言辞 ，更 触发道 

光帝 的勃然 大怒, 朱批： 

“前此 据称广 东兵全 不可用 ，欺 罔之心 ， 妙在 由己证 之。” 

又 朱枇： 

“慰 忠魂 无他法 ，全 在汝身 ，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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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御措施 为：- _、 钉塞沿 海各小 口， 将渔 船逐一 编号， 以防勾 结英人 二调 

兵 2000 名 以及火 炮至天 津海口  r-:、 命令村 民中之 勇壮者 与兵丁 民壮一 

体 操练。 

®® ©⑫ 佐佐木 正哉： <  鸦片 战争乃 研究） 资料篇 ，第 8 至 9 珂， 第 

17 页 ，笫 24 页。 

㉝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368 至 369 良。 此时 琦善还 

代英 军购劣 食物， 自称是 防英军 “借词 澉衅％ 

⑬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乃研究 > ，资料 篇 ，第 10 至 11 页。 有意思 

的是 ，琦 善接收 厂( 咨会' 发出了 “复札 '可谓 是公文 平等。 但对 英国国 

王 ，琦 善仍认 为不能 F  “天 朝” 大皇帝 平行， 故称 “表文 '而 只是与 他个人 

相当 ，故称 "移咨 ”之“ 公文％ 
®  白含章 本是督 标左营 的千总 （正六 品）， 琦 善恐其 宫位太 低而被 

英 ▼-* 不起， 揸自在 其复札 中将其 官仅改 为守备 （正 五品） ，在 英方 文献中 

被称为 卜_ 尉 (C^pWn)% 英军南 下后， 经琦善 的请求 ，道 光帝批 准白含 

葶“以 守备尽 先补用 ，先 换顶带 ， 赏戴 花翎，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482 页） 

®  在附 M 巴麦 尊照 会的# 折中 ，琦靑 虽提到 “  + 敢稍弛 防御” ，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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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 强调连 H 大兩给 调兵行 动带来 的困难 ，并 称海口  带“ 水深 数尺'  只 

能 待雨停 后方可 安排兵 丁柄止 P 在 附片中 ，琦 善又咩 细描绘 r 英 军的战 

岘 、轮船 的样式 ，隐喻 难以克 敌制胜 s 见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2 册 ，第 

2K9 至 292 页 c 

⑫ 英 文本作 MinLsier  of  ihc  Empeiw， 英方译 为“钦 命宰相 '  对于致 

书中国 肀 _  + 懿律 和义律 有-段 解释： Mi 大苋 制度 ，如 非礼 仪大典 ，即国 

上并 不与 ft 国皇 上移文 ，而 凡闽家 公务 有通外 兩之件 ，即降 持命宰 相移文 

Mi 会 诙 闰 宰相或 大臣。 此例来 办珲 之定制 也， （佐 佐木 正哉 ：  <鸦 片战卞 

乃研 究>资 料篇 T^ii 豇 M 见英方 i 全是 按芄加 内制 度 行 鲁。 怙朝 的这 

-休制 ■  h 成力屮 外& 涉 的 陴碍， - 茳 到“总 理 衿 闽 事 务衙门 A_ 

改观 

©  本 G 关 逍光帝 的叙 E ■仑， 多受益 于潘振 平：  <逍 光帝 沾代 

每 .帝传 略久紫 禁城出 版社， 19W 年。 

@  张 集馨：  <迨 咸疖海 见 M 汆> ，第糾 饵 。 

的 就清 朝一 般的办 f 程序 时苫 ， 皇 帝 若收到 有关 六部 化 卿^ ] 

的 嶺折， -般 都指 示“诙 部 （衙 n ) 汶夯'  |町 对 L 友蚱服 公 ，道 光帝 允法指 

令朵 一职 能部 n “议 麂”  j、 

恥 iau 琦淖 q f 】 片战 d . < 淸 $卞报> ^  fa  3  m, 

⑰ 巴友 尊在丼 iJfl 令 中明确 指出 ：“倍 的译 L 你 Q 与尽 I] 〖能侦 L：ii. 

确 M、 要+必 嬰地脱 离英 义汧 迖 ，也+ 钽 采用汗 何足 以妨# 估实冏 明血乂 

切介实 阽地及 达原 文的中 N 沿艾 形汰， （  4  i-：(4r 华帝 W 別 外 义糸 史； ■屮 

yf  + ， 第  I  S . 弟 709  i;0 

办 ^聂始 來》 迫光朝 ，吊 1 册 ，第 .182,3^1 

392.41 2  .405  ,424  -  427  ,44 1  -  442  .465  466,399,466-487 页。 

©  4上：<巾 华帝 &、1 对外关 系史》 典文本 ，第 1  S,  pR  621  ¥  626  k  = 

^ 关 P 巴* 尊照会 为何么 如此翻 阼， 我迚 不能解 释 H 免 郎;; ;U,'J 

佝 4  - 点吋以 It  W , 琦為没 打搞鬼 、现 巾 足佐佐 木 d: 战 在势 叫 忾絮馆 所 

抄的 中； C 本， V 琦 Y: 的迸 Y 小 $ 仝 W  M  .、 我椎测 t 义仆 久在屮 h  d [.巾 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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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抒 的平等 往来， 费尽了 心机。 他 完全明 lilt 根 据清朝 的体制 ，有 违悖字 
祥的文 书必定 会被拒 收。 很可能 因此而 授意 马儒翰 等人在 翻译中 尽吋能 

地 符合淸 朝官方 用语的 习惯， 对此 ，我 述可以 提出个 诋据。 1840 年 8 

月 J6  他 给琦莕 的“咨 复”屮 ，对 翻译用 语 齊作 一番 解释： “轧思 两闽风 
俗殊异 ，礼仪 不同 ， 或在咨 文之内 ，偶 有奇 异之处 ， 情所 难免。 而木 公使大 

亞其 ，总 求敬饮 ， 乃 英等常 以老实 直言 沦 衷， 倘有所 忤求， 为见谅 终者， 

(佐 fe 木正哉 ：<鸭 片战箏 乃研究 >  资料篇 ，第 12 页） 这段话 表现义 律等人 

尽 可能地 不致出 现“忤 求”的 愿望。 

另外， < 巴麦 尊照会 > 还有- •个 中译本 ，曾 W 于 （史料 旬刊） ，后 收入 C 鸦 

片战争 >第 3 册 ，原 编荇 标题为 《道光 朝留中 密奏） ，我在 中 M 第一 历史档 

案馆 中也处 过原件 长期 以来 ，这一 译本的 来源一 直为人 迷惑不 解/血 

阿* 伊帕托 娃的文 章解开 广这 一迷团 ：据畀 时在 北京的 俄国东 正教教 

的报 齿， 据 中国官 员说， 英闻人 h 递交 r 照会的 英 文本， 满清朝 廷不得 + 

清求催 闰教士 闭把巴 麦榫照 会译成 中文， 教士 团认真 地完成 广 这-丄 

作。 Ma 濟史 研究通 m>,i99o 年 ，第 3 期） 因此肴 来 ，这一 份译本 ，很可 能是 

俄 w 教 七翻 汴的。 

比 较这两 个淖本 ，府 一个译 本其文 卞虽野 ，但 意思 颇直。 如第一 w 澤 

:: “我大 垡应新 派 水陆兵 r 往人清 n 海边® 賠补， 为 喵咭剛 k 受大淸 w 

订 之 委曲 ，及 英国 受污鴣 ，道 光帝 » 定 石到过 这一译 本， E 留中不 冗： ， w. 

档案今 已 编乱， 找也 佥不川 何 时由何 人进 s ， 也圮法 查考道 光帝读 后的感 

受 r  - 

㉛ 指行闷 听欠英 w 商入的 款项 ，而 欠款 的行 商 九多已 经倒闭 或歇 

岱 除巴 友尊照 会外 ， 遒 光帝坯 J*  1  840  r  7 片 2()  H 收到 乌尔恭 锕转 

* 的 扪 釔对 定海不 政芭 W 的最 G 通牒， H: 屮亦指 控林则 徐：" 入粤东 f: 宪 

林 、邓 淬， 々Xfi， 或 4 入與 W  H 命止 领啦义 汴铒吳 闰别 K 人， 

+抖 卞占椐 办 y:- …… +’ （ （ 捫片 战争 在舟山 史料 选编  > , 第 25 贞 ） ，而这 份 

i： 献 ，义 足逍 汜帝 fr. 鸦片战  >  中 收钊 的第 '  f;>  ̂   h 文献 ，+会 不留 卜_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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㉞ 这 里屯要 的原因 ，仍 与翻译 有关。 关 J 中英平 等外交 ，巴 麦尊照 

会中提 出的标 准是“ 按照成 化各国 之体制 '这句 话对沾 朝统治 者说米 ，根 

本就+ 知其所 云为 何！ 关于军 费， 巴 麦曄照 会义是 脱离各 项要求 ，放 在最 

后 ，称“ 所有 缘此之 使费” ，务 要大清 国家抵 偿也'  这里的 "使费 '含义 
不淸>  难怪道 光帝对 此没有 反应。 

©  《林则 徐集） 奏槁中 ，第 844 页。 

©  莰公告 由林则 徐随奏 进呈， 见<林则 徐尖 > 奏稿中 ，第 S44 至 845 

林称 该公告 由“人 英国特 命水师 将帅” 签发， 査英 文本， 实为 义律签 

发 ，见 〈中 I 菌丛报 >第9 卷 ，第 U1 页。 

©  林则 徐此时 尚不明 白英军 的全部 S^JJ 的， 仍以 力是“ 挟制通 

商 '贩 卖鸦片 ，见 （林则 餘集） 赛稿中 ，第 843  m， 第 856  W， 第 862  K， 第 

883 页。 

®  果然在 不久后 ，道 光帝 S 月 21  H 在林则 徐的奏 折上朱 批：“ 外而 
断绝 通商， 并 未断绝 ，内 而査 拿犯法 ，亦不 能汴， 无 非空言 搪塞， 不 S 终无 

实阽 ，反 十出许 多波澜 ，思 之曷 胜愤憑 ，肩汝 何況 对朕也 V’ 林见 到揹 H 如 
此严厉 的批贵 ，知 道 情况 急变， 立即 上# 请求处 分（< 林则 徐集〉 奏稿中 ，第 

854  W， 第 882 至 883 页八 

m  道光 帝收到 此片后 ，在“ （英 方） 松达 天律 求通贸 易“ 一语后 朱批： 

“唧等 所见不 为无因 ，然 逆夷 今番之 举决不 为此也 ，这 M 然 是因为 先前收 
到 6 尔恭 额的奏 折及附 M 的伯 麦文 W 作为最 S 接的 反应 .他当 H 渝 

令琦善 ，作两 手准备 ， 见 （筹办 夷务始 末}道 光朝 ，第 1 册 ，第 335 至 33S 

©  随 着战争 进程的 变化 ，道光 帝对 林则 徐的 +满 E 益加增 ，处 分亦 

P 益 加重， 以至 后米 遣戍 新疆。 不过 ，那 C 不 是道圯 帝此时 而是后 来的想 

法和行 动了 。 

©  至 1841 年 ，该数 义减至 679 万两 ，减 少之数 很可能 是用于 战争， 

据济 代妙档 T 转引 H 彭 评益： G 仑鸦 片赔款 >，<泾 济研究 >1%2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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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佐木 n: 哉 ■鸦片 战争 仍研究 > 资料篇 ，第 23 页。 杳此通 照会， 

"；_ 琦 窖进呈 本相较 ，差异 甚多。 按 琦善进 S 本，* “要 必使贵 统帅有 以”之 

坯嵙一 短文字 ：“登 .复 M_E, 而贵 领亊亦 可伸® 前抑 ，缘 此空言 见疑， 为 

此 阿 n 照 会 贵统帅 ，果 如所言 ，将有 利于商 贾 ， 有益 t 兵民 ，使 彼 此相安 如 

初 …… ” （<  筹办夷 务始末  >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465 页） ，两者 为何出 现此种 

鸯异 f 尚待 考证。 就文 字而言 ，琦辨 进呈本 更通顺 一些， 意思也 明确。 P. 

这里 讨论的 足英方 对此的 反应， 故 采用佐 佐木止 哉的抄 眾本。 又， 佐佐本 

正 哉的断 句为“ 要必能 使贵统 帅有以 安如， 初 则贵统 帅回国 时”， 似为误 

点 ，改。 

m  该谕 旨称： "倘该 夷始终 坚执， 孩督 总当相 度机宜 ，妥为 措置， 
(< 芳办夷 务始米 >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42S 至 429  W.46I 页） 该 谕苜给 f 琦 

祷一 些临机 处置的 权力。 

© 从 道光帝 的正式 谕旨来 他从未 iE 式允诺 赔偿鸦 片炳价 。从 

琦莕 E 来在广 东的舂 折来看 , 道光帝 51  G 同 贲赔偿 烟价， 我推测 ，此 事似 

在 后 来琦善 进京清 训期间 ，道光 帝口头 P 以 了承诺 ，而 琦善 又有可 能提出 

烟 价银两 采用由 广东 行商“ 捐纳” 的方法 。 否则 这一笔 a 款 ，道光 帝祁难 

T3) 据 我所见 ，照 会" _i 司成 为西方 IF 式外 交公文 “Not， 的 中文名 

如， 始于 此时， 尽管意 义还不 很明确 。 184 〖年 8 月 11 日懿律 致琦善 的“咨 

会” （此 名词显 然模仿 当时中 M 官场的 平行文 P 的 称谓） 中称: ，要求 派人接 

受“ 大乾国 家照会 -文 '这 似乎为 “照会 ”一词 的苜次 出现。 1840 年 8 月 

15  H， 琦# “札复 "懿律 ，在 末尾 中使用 f" 须致照 会者'  1840 年 S/128 

H， 琦# 给 懿律的 公文中 ，起 写道 “为 照会事 '末 尾写道 “特此 照会 。须 

至照 会者。 冇照会 ，唤咭 利闻统 帅懿'  很 可能英 方觉得 此种公 文格乂 不 

错 ，亦如 此写。 此砬双 方的公 文皆用 此种格 式、， 

® 此处 i ■寸论 的“抚 '属鸨 H 战争初 期的概 念， 亏鸦 片战争 后期的 

。 抚 '有严 格的 k 别。 我将在 第六章 中汚作 讨论。 至 t -以 珩的中 h 甲午 

战争 、八闽 联军侵 华战争 诸役， 淸朝宫 M 又 川“抚 ”字， 与此时 的概念 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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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以说 ，成厂 降”的 同义词 广， “抚 ”这一 政治术 诺在中 N 近代 的含 

义 变_化 ，也 大体 反映出 清朝在 仳界中 的地位 变化。 

⑰  184() 年 10 月 23  道光帝 收到闽 浙总晉 邓廷桢 的夷折 ，要 求拨 

银 15 力 ■两作 军费。 结果他 由内阁 明发上 谕进行 驳斥： “现在 该夷仅 tl_. 

防守 ，并未 敢四出 滋扰， 邓 廷桢所 称背 腹爻敌 ，未 知所受 何敌？ 该夷 因 闽 

浙 疆以， 未能 代为呈 诉冤抑 ，始赴 天津投 递呈词 .颇觉 恭顺， 观在持 派大矩 

赴 粤企办 ，不 H 即可 戢 S 。 邓廷桢 等所 称该夷 猖橛， 不知在 K 处狷 擬？” 

U 筹办 夹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525 页） 内阁 明发 上渝 V 军 机字寄 匕 

谕 +  M：Urt 荇足 保密的 ，前 荇 是公〗 f 的。 逍 光 帝 对战 争前景 的乐观 估 i  (% 

匁必会 影响清 王朝内 大小臣 工。 

㉘ 道 光帝对 此事极 为感慨 ， 叮 虬 9 月 19 卜彳 在裕* 奏折卜 _的 ilJfc 

批：" 所见大 芨！ 远 不如琦 卉之® 行晓： P, 原字原 朽， 一 泮 封奏， 使 朕洞悉 

與怙， 相机 办理 „ 若 似汝之 W 小节 时 昧 大体， 必至偾 菸， 殷 鉴具在 ，不 料汝 

等效油 明误 国庸传 之所为 ，视 朕为何 屯耶？ …… ”（（ 筹办 夷务始 道光 

朝 ，第 475 豇） 

㉙㉝ （筹办 夷务始 末>道圯 朝* 第 1 册 ，第 506,377-379  rj：, 

㉚㉝ ㉞勘 ©啵#@ ㉚⑬  if^  \ 战争 # 舟山 史料 选编 >T 第 25 

t 第 52 奸 ，第 57 把， 第 60 至 M 页， 第 63# ， 第沾 d 第 44 免 45 九， 第 

48 页 ，第 58 电 ■，第 71 扎第 79  ¥_  81  K， 第 492 付 .第 卯辛 幻 见第 L ⑼ 

104 贞，第  192  1(  1%  朽。 

㉛ 《鸨； •『战 争在 圩山 史料 选编》 ，第 M 至 31 『」（ 除原设 6_) 和陈化 

成呷训 圬丁外 ，俨 1Uff 实派援 圬汴计 祁⑽名 „ 

®  (朽 片战争 衣舟山 史料选 编》， 第 :  4() 沉 ， 第 63贞 ；  <  沿办; M 务 

始来》 造光钊 ，第 I  )t,^377 全 378 吖。 除原 设防的 士 :山、 h 海 、谋叫 -: 处 

外 ，⑴ 调氏 阱防危 山、1科汇、 钐贤 、卞 $、 常熟 、洵 H 芩处， n\Wy 

咕 Y- 电 m；K  I  f  ( 今 tm ) 、 指挥 [wi: 内的防 御， a  oMur 封缶”  n 粵商 

船 的做法 ，汊 n 其 ti=__K  既 咿备 用之 -I ;/ 战 ，乂 小给 商人 以; sm 

m  # 出 布 获此 芾 n ， 卜:趕 坫 道 光帝 〖 川斤他 的渝 肖中 冇 “ 每 h ■驰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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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 代制度 ，擅 川# 递是 很重的 罪名 ，于是 电部议# 

的 处分 足" 革职 '  道 光帝 加恩 改为 “ 革职財 任”. 次年 开复。 

㉝ ■(杓 片战 1Wi_ 舟山 史料 选编) ■，第 66 至 6M  ̂  併 m 布因浙 江木料 

短小， 耍求从 福建调 人= 道光帝 后采渝 令： "所清 赶造船 h 之处， 恐 缓不济 

急 ，徙 劳无功 ，著毋 j# 汉。”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 光朝 ，第 1 册 ，第 409 飪） 

㉚雜您 I  <筹 办 夷务始 米） 道光則 t 第 〖 册 ，第 400 — 401、 409、 459、 

466 — 467  Ho 

@ 就在此 吋， 浙江 的福建 陆路提 ff 余步及 j_-  s 月 26  n  乂奏 w 调派 
W 、 粤水帅 扦 2000 人 M 浙、， M 光帝干 8 月如口 收到 此折， & 意 乂釘动 揺， 

命伊 M 布“ 洋审 情形 ，悉心 I_  X 押调 拨之 处 ，具夷 谓 HV7  <  筹办夷 务始 
水 >道光 朝 ，珩 1 册 ，第 413 至 414 奸）忉 黾布收 判此 喻时 +计 划已变 .也+ 

叩唔 求派援 F-- 

泥 ■(朽 片战， A 舟 山史料 选 编入站 70$  7 〗 奸. 关 十收复 H 的卞 

帅 N 题， 1F 丑布似 f 无论次 .、他 妳：既 .纯 H 魯水师 f 能北 f : , 收 抬 

定 m 水帅的 败將， 〖4 鞟-鸣 水也亦 叶允 时之志 .：• 

餐析 中你 ：电 k 拖 n  ■  n  vu 扳船两 p， h  i\ 

茲紹 u 视海 n 洋而， a 众 蜂抓， /;^\ # 平“ 夼力迚 a”， .nm^-h^r'i  a* 

■r. 擒 4 人 h 乾 flir 逃逸'  u 义行 十:余 眺沾 f ij 清 塘 ，余 姚再地 /r 官派 哨扪巧 

⑴： n 诱， 处喵 汉奶 软沙 ，济 n: 擒 阼' 

乳第 j 册 ，筇 503 宁.％4  k ) ; 左-说 法芍英 力_ id 令 个-同  s // u 蚱 

M；  Vf/h  w ..-, 

_  V 扒 片战卞 4 舟 [I  I  «il ，饴 493负、 很 能伊 u 扣 

Li 邛泊托 fr_  k 津 W 公 t 处 柙 H 作 4 英介的 -文 f+ 交 托 中 T 使 m  “ E 公 _'  _2. 

m  ip  1 彳 u「 照 会中所 提到的 “iniifr  -').■. 忝指 1840 %- 7 』] 英」 u_ 

浙 投递 巴毛作 致 中 [4 乍相 1  _1  _  .、 

㊈ （妁 片战 7" 「舟 Jlri!  n 选編》 吊⑽兮 87 吖 , %  493  ̂ >：  495  =；；  -  r 

u : y^mmL 芍 吟 之 r- *j  f〗 25  [■[的乂诚 中坎 求從 m: 被 i_? -人 w ； 

1'  nn 还卟 山-称 竹％ 別 阅卉'  fji-^^-  9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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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M 中 ，声称 释俘一 事“必 须恳乞 天恩' 即得到 道光帝 的批准 ，这 就反过 

來表 示自 己是 愿意释 俘的； 他还要 求伯麦 回舟 山后对 归还定 海…事 Ai 缕晰 
详复' 

@  (鸦 片战 争在舟 山史料 选编） 第 82 至 84 页， 值得 注意的 是在该 

奏前- ，天， 9 月 27  R，iF 里布 曾上有 两折， 对他从 9 月 22  0 以来进 行的交 

涉活动 -字不 提^ 即便是 9 月 2S 日 上奏时 ，在此 折前另 有一折 ，大 谈清军 

在 慈谿 、余姚 与英船 风鸢号 文战获 胜事。 显然 ，伊里 布此时 还摸不 清道光 

帝 的底牌 ，对 他进行 的交涉 活动， 多方 掩饰， 恐怕此 种被当 时人认 为过于 

软弱 的举动 ，会 引起道 光帝的 愤怒。 

㉚ （鸦片 战争在 舟山史 料选编 > ，第 497 贤。 鉉律在 照会中 还蛮横 

地 提到， 已扣留 了中国 30 多 艘民船 ，若清 方释俘 ，英 方放船 ，企图 以此作 

为交换 条件。 伊 里布对 此没有 回答， 

© 张喜：  < 探夷说 帖>〆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336 页。 

@ 关于 10 月 3 日懿律 的照会 ，我 未能査 到原文 ，伊里 布奏折 中称， 

"H； 大 致与前 文约略 相同” C 指 9 月 29 日照 会）； 又据懿 律后来 的照会 ， 10 
月 3 日 照会似 为义律 与伊里 布会谈 记要的 备忘录 （< 鸦片战 争在舟 山史料 

选 编乂第 49S 页 h 关： T  10 月 4 日伊里 布照会 ， 见上 书， 第 至 92 页。 

®  奥 寨隆尼 ：（ 对华 战争记 > ，第 54 央。 海军 的病况 不详。 

m  (鸦片 战争在 舟山史 料选编 > ，第 496 页。 值得注 意的是 ，懿 律和 

义 律的这 - 计划是 违反巴 麦尊训 令的， 巴麦 尊后在 1841 年 2 月 3 日 的指 

示中 ，对 懿律和 义律撤 出舟山 的理由 了 •以全 面的驳 斥<  马士： 〈中华 帝国对 

外关 系史） 中译本 ，第〗 卷^第了]。 至 726 页 

m  < 鸦片战 争在舟 山史料 选编〉 第 98 至 99 贞 （此即 当时英 军的译 
本）； 第 498 页 （此即 今人的 译本） ^ 两者可 对照阅 读。 

@ 伊 里布后 来在奏 折中抱 怨道： “惟是 该夷性 情狡诈 ，变 幻多端 ，其 

文理尤 属不通 ，多 有不 町解释 之处， （C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2 册 ，第 475 
页） 

@  (鸦片 战争在 舟山史 料选编 第 99 至〗 00 页。 此时 ，伊里 布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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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 的渝旨 ，令 其将战 俘押解 广东。 于是 ，伊里 布在复 照中称 ，如 果立 

即归地 ，可立 _ 即释俘 ，如果 将归地 与其它 事件一 并讨论 ，将 把战俘 解往广 

东 由琦善 处理。 

⑩ 未见照 会原件 ，其 内容 据伊里 布奏折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2 

册，第475  K)。 

®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2 册 ，第 476 页。 

⑩ 道光帝 9 月 17 日谕 旨中称 ，对 南下英 军“不 必开放 枪炮， 但以守 
御为重 ，勿以 攻击 为先'  这里 不应包 括定海 英军。 最 明显的 证据是 ,9 月 

18  道光 帝谕令 伊黾布 对林則 徐所奏 以民众 制服英 军的办 法作出 判断， 

可 见道光 帝没有 改变武 力收复 定海的 旨意。 但此时 的道光 帝完全 被伊黾 

布牵着 择子走 ，在 伊里布 的这份 照会进 呈后， 道光帝 朱批“ 所谕甚 是”。 
⑩ 该照会 的原译 本未见 ，此 据今 人译本 ，见< 鸦片战 争在舟 山史料 

选编 > ，第 498 至 499 页。 英方要 求伊里 布发布 “告示 _ ’的 主要原 因是， 英军 
占领舟 山后， 浙江巡 抚乌尔 恭额仿 效广东 的做法 ，颁 示赏格 ，鼓励 民众捉 

拿英军 & 英 方再求 伊里布 再出“ 告示'  取消 赏格， 并让定 海百姓 俯首听 

命 。 

® 张客 ：< 探夷 说帖 >,<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336 至 342 页。 据张客 

称， 27 日派 张薔备 鸡鸭牛 羊“赏 镝” 英军 ，是出 自张喜 的建议 ，目的 是为了 
能见 到懲律 •并侦 察敌情 。 伊里 布给他 的任务 是探明 英规船 数量， 并邀懿 

律 来见。 然 此“赏 镝” 行动当 时颊受 非议。 

⑩ 照会原 文未见 ，据伊 里布奏 ，该 照会“ 仍系求 出告示 ，并无 他语” 
(〈鸦 片战争 在舟山 史料选 编> ，第 102 页）。 

©  〈鸦 片战 争在舟 山史料 选编》 第 104 页。 伊里 布亦于 10 月 30 曰 

上奏道 光帝， 将此处 理结果 上闻。 而道 光帝似 乎默认 了他的 做法， 没有评 

论。 

@ 未见到 原文， 此处内 容引自 伊里布 奏折。 

@ 被 人们广 泛引用 的宾汉 {英军 在华 作故记 >中 译本， 很可 能增加 

了这种 误解。 该书 称懿律 通吿， “总司 令现须 通知远 征军队 ：两国 谈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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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钦 差大臣 和本人 之间业 已订立 / 停战 协定 …… _’（<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129 瓦） 査英文 原著， “业己 订立停 战协定 ”  一语 ，作 “a  truce  have  been 

sg^T， 其准确 含义是 “已经 达成了 停战' 丼无“ 订立” 和“协 定”的 意思。 

®  (中国 0报> ，第 9 卷 ，第 531 页。 〈鸦片 战争在 舟山史 料选编 > ，第 
105 页。 

@ 蕺律 在通告 中瘅, 英军占 领的岛 屿为舟 山本岛 及其附 近小岛 ，但 

其英 文岛名 （许 多是 英方自 己命 名的） 我很难 对应现 在的中 文岛名 .但从 

通告 来看， 双方的 界线太 约在今 崦头洋 、金 塘港 一带。 

© 关于 浙江停 战间题 ，伊 里布七 次上奏 的时间 为：道 光二十 年九月 

初三 口 （附 英方照 会两件 、清方 照会两 件）， 九月 初九日 （附英 方照会 三件， 

清方 照会两 件） ，九月 十四日 （附 英方 、清方 照会各 〜件） ，九月 十九日 （附 

廷方 .清 方照会 各一件 h 十月 初六日 （附 英方照 会两件 、清 方照会 和告示 

井三 件）， 彳 月十二 H (附 英方 照会一 件）， 卜 月二十 一 (附 英方、 清方照 

会 备一件  以 上奏折 1 现均全 文发表 ，见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2 册。 

由于 档案保 管的原 附 件不全 ，主 要是九 月初九 G., 卜九 H， 十 月初六 

曰、 t 二日奏 折所附 英方八 件照会 。 但 伊里布 所发出 的照会 是全的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虽收录 了这些 奏折的 摘要， 但因篇 幅关系 ，删 去了附 

件. 同时也 将折内 关于隨 奏进呈 附件的 说明文 字也一 并删去 ，使人 们很容 

易 误解伊 里布将 收到或 发出的 照会隐 匿不报 ^ 

m 此时浙 江镇海 、宁波 、乍浦 一带共 有防兵 1 万余名 ， 伊里 布计划 
撤退 5100 名 ，存留 5400 名。 但他 在执行 时颇有 心计， 恐 事后武 力不足 ，每 

隔数 R 撤退 百十名 ，至 1 个月后 ，形 势有变 ，仍 有防吳 9800 名 ，伊里 布便停 
h 

止裁撤 （< 鸦片 战争在 舟山史 料选编 >, 第 114 页 ，第 W5 页)。 

@  参见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648—759 页。 

@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751  — 753、759 —  760 页 。道 

光 帝收到 伊里布 2 月 2 日 的奏折 ，极 度失望 ，朱拊 ，不 料汝如 此游疑 畏葸， 

何 能为国 宣力也 r 

®  张喜 ： （ 探 夷说帖 >，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348 页6 伊里布 后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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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他丁  2 月 21 日才收 到江苏 的咨会 ，显 系为 掩盖其 擅权自 专而作 了子脚 

(< 鸦片 战争在 舟山史 料选编 > .第 193 页） 。 

@ 据 张軎的 〈探 夷说帖 >，2 月 22 日晚 ，伊 里布与 余步云 商议时 ，为 

足否出 兵而犹 豫不决 ，恐 “获按 兵不动 之咎％ 后 伊里布 称^进 兵不胜 ，其 

罪轻， 按 兵不动 ，其罪 重”， 乃定计 出兵。 
© 以上 记述据 张喜的 （探 夷说帖 K 英方的 记载可 验证张 喜的说 

法， <  英军 在华 作战记 >称* 英军 交还舟 山时， 清方只 有张喜 和几名 下级军 

官 （〈鸦 片战争 > ，第 5 册 ，第 136 页） ^ 按照 伊里布 后来的 奏折， 3000 清军 

搭乘 150 艘 船开往 舟山。 伊里布 2 月 22 日子夜 方下决 心， 若无事 先的计 

划 ，3000 清军 需集结 ， 150 艘船需 调动， 没有 一二天 时间是 很难完 成的。 

由此 看来， 葛云飞 等部的 迟到， 可能是 受客观 条件的 限制。 但是 ， 作为统 

帅的伊 里布为 何如此 决策， 交由葛 云飞看 管的安 突德等 A 为何不 随军行 

动 ，都 是很难 解释的 t 由此 看来， 无论是 伊里布 ，还是 葛云飞 等人， 虽已动 

兵， 但似乎 都有意 避战。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830,989— 

990、608、618、632、812— &14、719 页。 

⑬ 张喜 在实际 交往中 ，对英 方军事 力量了 解颇详 ，见  <  探夷说 帖>、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337 页， 第 339 页 ，第 344 页 ，第 346 至 347 页。 

m 英军 撤离舟 山是义 律擅权 的决定 ，详 见后节 & 由此 可见， 伊里布 
本无出 路可言 。 

@ 本节 的撰写 ，我在 多处受 益于佐 佐木正 哉先生 的论文 ：（ 论所谓 

〈穿 鼻草约  >>( 中译 木见 （外国 学者 论鸦片 战争和 林则徐  >上 ，福建 人民出 
■ 

版社， 19S9 年）；  < 鸦片战 争研究 —— 从英 军进攻 广州到 义律被 免职〉 第一 

部分“ 交涉破 裂与开 战准备 '第 四部分 “琦莕 的革职 被捕及 其在香 港问题 

上的 交涉” （ 中 译本见 〈国外 中国近 代史研 究>第 8 辑 ，第 15 辑）； 第 八部分 

« 对琦善 的审判 、见日 { 近代中 国> 杂志 ，第 H 卷 ）；< 鸦片战 争初期 的军事 
与外交 >< 见日本 (军 事史学 >第 5 卷 ，第 2 号）。 后两 种日文 论文由 李少军 

先生 翻译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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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 自严中 (英国 鸦片贩 子策划 鸦片战 争的蔡 后活动 >, 

《近代 史资料 >195& 年第 4 期 ，第 72 至 76 页。 

®@®@ 马士： 〈中华 帝国对 外关系 史>  中译本 1 第 1 卷 ，第 714 页， 

第 713 页 ，第 305 至 306 页 ，第 735 页。 

⑩ 这方面 的证据 是：一 、琦# 一 到广州 ，很快 提出鸦 片赔银 500  // 

两 的方案 ，他虽 在照会 中称“ 其银并 非大皇 帝准给 ，系 本大 臣爵阁 部堂另 

行 筹办” （佐佐 木正哉 ：（ 鸦 片战争 O 研究 > 资料篇 ，第 30 页） ，但在 奏折中 
亦 明确说 明此事 ，若无 道光帝 的秕准 ，琦 # 决不敢 如此办 理^ 二、 1S40 年 

11 月御 史曹履 泰奏称 ，赔 偿烟价 须英军 交还舟 山后方 可给予 （《筹 办夷务 

始末 >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540 页）。 此 时琦善 尚未到 达广州 ，言官 即有此 

议， 可见道 光帝同 意赔偿 在当时 京城已 为许多 人所知 ，不 再是秘 密了。 

© 当 时琦善 和伊里 布与英 方的往 来照会 ，皆随 奏附呈 御览, 道光帝 

没有表 示异议 ， 可视 为道光 帝已经 默许。 

㉚ 对于懿 律的去 职， 当时和 后来都 有许多 评论 ^ 我以为 ，懿 律与他 

的堂弟 义律在 政策上 有分歧 ，当为 事实： 而其身 体有病 ，也 是事实 D 他的 

离华 ，有着 双重的 原因。 

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争 0 研究〉 资料篇 ，第 27 — 52、 

61— 62、 75、 80— 84 页„ 

@ 从北京 到广州 的“五 白里” 、“ 六白里 ”渝旨 需时约 H 至 19  X。 据 

1841 年 1 月 18  H 琦 善奏折 ，他已 经收到 道光帝 1840 年 12 月 30  的谕 

旨 未称具 体时间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 2 册 ，第 765 页， < 筹办 夷务始 

木> 道光 朝铅印 本误为 1 月 20 日 发）； 而 12 月 25 日的 谕旨， 琦善奏 折中未 

提及 。 这种 不寻常 的做法 ，反 映出琦 善抗旨 的意向 。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 ，第 3 册 ，第 39 页。 这 …时间 又可得 到林则 

徐的 验证， 见 〈林则 徐集 >  日记 ，第 379 页。 

®  关 f  “割让 ”香港 一事， 琦善一 直存有 误解， 而这种 误解又 似肇因 

f 义律。 1840 年 12 月 29 日 ，义律 在照会 中写道 ：“惟 求予给 外洋一 所，俾 
得 英人竖 旗自洽 ，如 西洋人 在澳门 竖旗自 治无异 ，（佐 佐木 正哉：  < 鸦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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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乃研 究>  资料篇 ，第 46 页 r 予给” 一同作 何解， 姑且 不论， “如西 洋人在 

澳门” 一语， 就不能 不使琦 善发生 误会。 澳 n 是葡萄 牙人向 中国租 借的居 
留地. 不是 葡萄牙 的领土 ，淸 政府亦 在此保 留了许 多权力 c： 而琦善 1341 

年 1 月 11  0 复照 义律时 ，称 ，给予 n 外外洋 寄居一 所。” （同 t 书 ，第 61 

页 r 寄居” 一词的 含义应 当是清 楚的。 又 ，琦 善在其 奏折中 ，一直 以澳门 
力例 来说明 香港的 地位问 

义律致 巴麦尊 ，1841 年 2 月 13  转引 自佐佐 木正哉 ：（ 论所 

谓 〈穿鼻 条约〉 草案 >， 中译本 见< 外国学 者论鸫 片战争 和林则 徐> 上册 ，福 

建人民 出版社 ，1 明 9 年版。 

@  1841 年 2 月 7 日， 义律致 琦善照 会中称 ：“据 差人称 ，请于 本月」 

十 0(2 月 11 日） 再行面 谭等语 。” （恢佐 木正哉 ：<鸦 片战争 O 研究  >  资料 
篇 ，第 79 页） 可见这 次会谈 是琦善 主动提 议的， 尽 管他后 来在奏 折中否 

认。 
m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711 罕 713 页。 有论 者据读 

谕旨中 有“通 谕中外 ”一语 ，认为 足道光 帝止式 宣战。 这是一 种误解 。此 

处的 “中外 '并非 是今日 之“中 国与外 w” 之意 ，“中 ”是指 “宫中 '如 “留屮 

不发” 等等。 “外” 与“中 ”对立 ，指 “宫外 '即“ 官民人 等”之 意。 另外 ，当时 

中国 对国际 法中的 “宣战 ”程序 亦毫无 所知。 

®  < 林则徐 集>  日记 ，第 381 至 382 迓。 琦善在 奏折中 对收到 此谕旨 

的时间 ，多加 掩饰。 1S41 年 2 月 14  他在奏 折中含 混地说 道：“ 昨奉垂 

询 …… ” 好像是 2 月 13 日才收 到此瑜 。 这昆然 是为了 掩盖他 抗旨， 继续与 

英 方会谈 的行为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814 页）。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92 至 94 页 。 怡良 是在林 则徐等 

人的 策划下 出奏的 Q 怡良 的奏折 中称^ 该大臣 到粤如 何办理 ，虽 未经知 

会到臣 …… ”言下 之意是 琦善到 广东后 一直对 他封锁 消息， 这是很 值得怀 
疑的 ^ 义律 的吿示 2 月 1  口 发布， 伯麦致 赖恩爵 的照会 1 月 28 日发出 ，按 

照当时 的通讯 速度， 广州于 2 月 3 日便 可得到 消息。 据林则 徐日记 ，琦善 

2 月 10 日离开 广州前 ，曾于 2 月 4 日和 5 日有 两次与 林则徐 、怡良 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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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琦 不表白 ，怡良 又为何 不问？ 琦菁 后来受 审时， 对怡良 的这种 说法完 

全否认 ：“琦 善与怡 良系* 同官 ，时常 接见， 岂 能不谈 公事？ 惟因 夷务机 

密 ，有 未及相 商之处 …… ” （同 上书 ，第 472 页） 由 此可见 ，怡 良若是 琦薺未 
吿真情 t 完全有 机会询 问清楚 ，而他 乘琦善 刚离开 广州， 便上奏 弹劾， 目的 

就不是 弄清真 相而是 扳倒琦 善了。 又 据这一 时期林 则徐致 怡良的 信件， 

怡良出 奏时非 常注意 保密。 

®  鲍 鹂续供 鸦片战 争乂第 3 册 ，第 253 页。 

®  {筹办 夷务始 末>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815 页。 后来 琦善打 算将香 

港- 处地 方扩大 为全岛 ，但 鲍鹛最 终未给 文件， 故应不 视为出 价之列 。从 

当 时的情 形来看 ，琦善 拟定的 （酌定 章程） ，是对 义律 1 月 20 日宣布 的四项 

初步 协定的 还价。 尽管 两者之 间差距 甚大， 但琦善 致义律 的照会 诡称: 

“ 本月初 九日酌 定四条 ，寄阅 大意， 亦与贵 公使大 臣所拟 ，不 甚相远 ，不过 

汉文 通顺, 是以语 句字面 ，每 有不同 。 今若逐 条辩论 ，转 滋意气 …… ” （佐 

佐 木正哉 ：（ 鸦 片战争 CO 研究 > 资料篇 ，第 79 页） 

®  〈善定 事宜〉 中文本 ，见 佐佐木 正哉： {鸦片 战争乃 研究〉 资 料篇， 

第 至 於页。 据见 过该条 约英文 本的佐 佐木正 哉所述 ，条 约的英 文本与 

中 文本还 是有所 区别的 ，并在 其论文 ：<  论所谓 〈穿彝 条约） 草案  >中 予以说 

明。 此处是 结合两 种文本 叙说的 。 

® 关 天培： 〈筹海 初集) 卷一“ 査勘虎 门扼要 筹议增 改章程  >、< 重勘 I 

虎门 炮台筹 议节略 >。 尽 管关天 培称三 重门户 是前人 的创意 ，但在 他之前 

不见 何人提 出过。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科 >, 第 1 册 ，第 489 页。 其 中排链 工程， 关天培 

于 1835 年就要 求兴建 ，但 被卢 坤所拒 （见 〈筹 海初集 >卷 一）。 此时 邓廷桢 

据 关天培 的清求 ，同意 兴建。 

@  {林 则徐集 > 奏稿中 ，第 641 至 644 页 ，第 690 至 691 页。 有论者 

因 林则徐 对靖远 炮台和 排链上 过奏折 ， 误以为 此两项 工程为 林主持 。实 

际上林 对虎门 防卫并 无建策 或贡献 ，当 时他 的重点 主要在 九龙和 澳门一 
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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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天 培的演 习方案 （即 章程） 的形 成有一 个过程 。 1835 年 ，他的 

< 筹议每 年操演 拟请奏 定章程 稿> 、《筹 议春秋 二季操 练炮准 师船稿  >、<舂 

秋训练 筹备一 十五款 稿> ，是其 最初的 形式； 而 1836 年的 〈创 设秋 操通行 

晓谕槁 > 是其完 成形态 。 见 （筹海 初集〉 卷三、 卷四。 

®  参见 <林 则徐集 > 奏稿中 ，第 690 至 691 页；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i 册 ，第 至 624 页。 关 天培的 修改， 主 要是增 设了排 链和新 建了靖 

远炮台 而增加 f 兵力 ，其基 本精神 未变。 

⑱ 虎 门当时 9 炮台共 有火炮 306 位 ，另 加师船 10 艘火炮 120 位 ，共 

计 426 位。 

⑩  1840 年 12 月 ，琦善 函问夬 天培虎 门防御 ，关 天培答 复：“ 如来船 

尚少， 犹可 力争， 多则实 无把握 ，（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628 

页） 由此可 见关天 培对防 御能力 之估计 a 

⑩⑱  < 林则徐 集> 奏稿中 ，第 838  第 863 贞 ，第 S76 啟。 

⑬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 朝， 第 2 册 ，第 557 页。 撤兵 是遵照 道光帝 

9 月 29 日谕旨 行事， 然此时 林则徐 已革职 ，故由 巡抚怡 良上奏 ^ 怡 良在上 

奏前 ，曾 将奏折 底稿交 由林则 徐审阅 ，但撤 军数目 暂空。 10 月 24 日 ，林则 

徐致 函怡良 ，称： “片内 所空撤 兵数字 ，拟 填二 ]■_ 何如？ 仍祈 酌之。 ”（（ 林则 
徐冇简 > 增订本 ，第 145 页） 由 此看来 ，尽 管怡良 在奏祈 中将撤 军当作 O 经 

完成 的事实 ，但在 实际上 并没有 开始。 而撤 军之后 ，即 “万人 ”减“ 二千' 

兵勇为 八千人 D 此 数义与 1840 年 9 月 林则徐 奏折中 所称： “i 十沿海 陆路先 

后调 防吳勇 ，己及 八干名 ”相合 （〈林 则徐集  >  奏稿中 ，第 876 页） 。义， 广东 

的募勇 ，从 来就是 一个不 确定的 因素。 1841 年 1 月林 则徐致 函怡良 ，谓： 

“ 若仅虚 报数宇 （丁 勇）， 临时传 集不到 …… _’（（ 林则徐 书简〉 增订本 ，第 153 
页>可 见林对 此类现 象非常 熟悉。 

®  (林则 徐集） 奏槁屮 ，第 80(J 页 ，第 838 页。 此处数 字是将 官涌炮 

台 的 守军， 与驻在 w 附近 山梁” 的清军 800 余名 ，合并 计算。 

® 详 见拙文 <1841 年 虎门之 战研究  >(<  近代 史研究 >1990 年第 4 

期）， 并可参 觅 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争研究 ——从英 军进攻 广州到 义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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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职 > 第八部 分“对 琦善的 审判” （日 《近 代中国 >第 11 卷）。 拙文对 3 时关 

于 琦善撤 防的记 载进行 分析时 ，有意 未使用 林则徐 1840 年 1 月家 书这件 

资料。 该文发 表后， 一些先 生当面 或来示 垂询。 为此 ，我在 这里将 自己的 

些不 成熟的 想法记 叙子下 ，希望 得到智 者的教 示^ 

我以为 ，林 则徐 这份家 书似乎 不可靠 。自 胡 思庸先 生发表 {林 文忠公 

家 书考伪  ><<历 史研究 >1962 年第 6 期  >  之后， 史学界 对引用 林则徐 家书十 

分憤重 t 治学 严谨的 杨国桢 先生编 〈林 则徐书 简〉， 不见原 件或可 靠刊本 

的均不 收录。 然因 佐佐木 正哉先 生从英 国档案 馆中找 到这份 "家书 ”的抄 

木 ，并 收录于 （鸦 片战争 O 研究 > 资料篇 ，杨 先牛乃 据之与 围内的 （平夷 

录> 、（入 寇志 > 、（犀 烛留 观记略 >、< 赍痈流 毐> 诸本核 ，收 入其 〈书简 >第 154 

至 158 页 ，成为 该书中 唯一以 传抄件 入选的 书札。 杨国桢 先生又 从该信 

中有“ 本日早 晨”、 “新正 初三日 ”之语 ，据 林则徐 H 记载 他于 道光二 十年十 

二月 .十 九日和 道光二 h 年 IF 月初 五日曾 发第七 、第八 号家书 ，故 拟题为 

《致 林汝 舟第七 、八号 > ，意为 该件 是两封 家书的 摘抄合 并为之 ，可是 * 就信 

的内 容来看 ，这份 尚未查 到来由 的家书 ，有可 能是托 名林则 徐的。 其证据 

如下 ： 

一 

、

 

从

文

 

风上看 ，现存 林则徐 书札， 行文儒 雅讲究 ，而此 信过于 直露， 

文字亦 
不考究 

，放在 
一起显 

得不那 
么和谐 

。 

二 

、

 

该

 

信称: “现在 廷寄内 云：‘ 当大伸 张挞伐 '又云 ：‘朕 志已定 ，断无 

游移 ，然 后之杲 
否游移 

，仍属 
难料。 

计 算上元 
之内， 

尚 有五个 
折批回 

，若 

一直 生怒， 
则静者 

（指 琦善） 
亦 是复辙 

，此 语直接 
攻击道 

光帝。 
林 则徐此 

时已 是待罪 
之身， 

作此不 
敬之语 

，林 汝舟身 
为翰抹 

，完 全知道 
此中的 

利害， 
必秘藏 

而绝不 
示人， 

又何 以公然 
抄出， 

广为 流传？ 

三 

、

 

该

 

信称， 关天 培遣弁 来广州 请兵， 琦菩仅 许密派 200 人， 该 弁来林 

寓 哭诉。 
林则 徐称： 

“提 镇能以 
死报国 

，亦 是分 所当然 
，但何 

以不将 
此情形 

透 彻一奏 
…… ” 即劝关 

天培上 
奏告发 

琦善。 
关天培 

久历江 
苏戎行 

t 是琦# 的属官 
，当 年行海 

运之亊 
，亦 由琦 菩主持 

，此时 
又隶于 

琦#。 
按照 

清朝官 
场习惯 

，劝 他人部 
属上告 

其上司 
，传出 

去有辱 
林则徐 

名声。 
我们可 

看看林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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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徐劝 怡良弹 劾琦# 的书信 ， 写得何 等隐晦 ，即可 了解此 中的缘 故。 何以 

林汝 舟会将 此事和 盘托出 ，不 怕损害 其父的 名声？ 

四、 该佶称 ，如果 琦善将 战华的 一忉责 任推为 “前車 '即 林则 徐禁烟 

之齊 ，那么 ，他将 “拚死 畅叙一 遣人 赴都察 院呈递 ， 即陷 于死地 ，亦 要说 
个明 白也'  派人 到都察 院告状 ，不合 清代官 场常规 ，林 则徐久 历宦海 ，深 

明利害 ，又何 会怍此 等事， 说这 种话？ 

退 一步说 ，如 果该书 确实是 林则徐 写的， 那正如 佐佐木 正战先 生的评 

价 ，林 则徐对 此采取 f 极不负 责的态 度。 就事实 方面而 言， 信中 所谈烟 

价 、通 商口岸 、拒 不 派援 等等， 皆为 不实之 词：就 情绪方 面而言 ，这 种竭力 

洗刷自 己， 将一 切责任 都归咎 于琦善 的方法 ，亦 不足取 e 

不管 这封信 是否力 林则徐 所写， 但当时 确实从 广东寄 出过这 么一封 

信 ，并广 泛撖传 ，当属 不易的 事实。 从 后来裕 谦的奏 折来看 ，他已 经看到 

此信， 并相信 了此中 的不实 之词。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 第 3 册 ，第 472 页。 

® 据 琦善奏 ： 1840 年 12 月 7  0 派广 州知府 余保纯 、副 将庆宇 、游击 

多隆 武等前 往虎门 密防； 12 月 27 日派潮 州镇总 兵李廷 钰带肇 庆协兵 500 

名前往 虎门； IS41 年 1 月 7 日奏称 ，已 派兵 400 名协 助防守 沙角； 2 月 14 

日 ，又 派兵 1250 名往虎 门， 并雇勇 5800 名； 2 月 22 日， 如先 期到达 的贵州 

援兵 10QO 名 ，增援 武山之 后的太 平墟。 以上共 计增兵 4 次 ，兵 3150 名 ，勇 

8500 名 （见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605 页 ，第 654 页 ，第 695 

页 ，第 814 页 ，第 836 页）。 

@ 见俏 纳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 、宾汉 〈英 军在华 作战记 > 有关 

章节。 

㉚®®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们 研究 > 资料篇 ，第 56、54_55、85 

页。 

®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O 研究 > 资料篇 ，第 64 至 65 页 伯麦的 

照 会指出 了两点 ，一 是”未 将各工 作停止 '指防 御工事 的建设 ，二是 “各炮 
台己 有增添 官兵' 指增兵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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㉚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肀 O 研究》 资料篇 ，第 64 至 67 诞。 从收发 

文吋 间来看 ，关 天培是 在收到 照会后 的当日 立即复 照的， 而琦善 不在虎 

门 ，因 而关天 培也来 不及请 示琦善 而自行 作复。 从照 会的文 字尚气 来#， 

对英方 是相当 顺从的 ，这在 a 时的 _ '天朝 ”大 吏中并 不多见 。 排 链一事 ，是 

指饭 箩排至 武山的 第一道 排链于 1S4I 年 1 月 18 日毁坏 ，清方 称是英 军 

“水 底暗算 '英方 称是木 筏冲破 。 然而， 不论足 何原因 ，民 间流传 的排链 
由琦 善撤去 的说法 ，不 能成立 y 

⑯ 此 数共包 括:一 、沙角 、大 角一 带清军 1000 余名； 二 、横档 一线清 

军兵勇 8500 名； 三 、三 门口  一带清 军师船 〗0 艘； 四 、太平 墟援兵 1000 名。 

未计及 大虎山 、虎 门寨 、三门 水道等 处清军 兵勇。 

⑳ 宾汉：  <英 军在华 怍战记 X  (鸦 片故争 >第 5 册， 第 318 页； 麦 肯兹： 

《在 华第 二次故 投记〉 （K,  Ss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m 

China'  1842,  London) 第  195 至  198 页。 

®  以上引 文分见 〈筹办 夷务始 末>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1I0U617.558 

页 。  
" 

®  此中的 错误， 最初 起于关 天培， 称 攻打沙 角炮台 侧后的 英军是 

“黑夷 一千名 、汉 奸数 百名'  琦善接 到关天 培的咨 函后， 奏报 道光帝 （{筹 

办夷 务始末 >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709 页）。 很 可能是 托名林 则徐的 那封信 

(见注 ®> ，称， 今自议 和之后 ，兵 勇撤去 …… 琦相 到后， 纵汉奸 之所为 ，新 

遣杉 板小船 ，招 集贩烟 蜈蚣、 快蟹等 数百只 ，竹梯 干余架 ，此 外火箭 喷筒之 

类， 照内地 制造者 ，更 不可以 数计。 此次爬 沙角后 山之人 ，大半 皆汉奸 ，或 

冒官 衣号衣 ，或穿 夷服, 用梯牵 引而上 …… 林则 徐书简 > 增订本 ，第 156 

页 ) 此 信流传 极广。 此 外一些 民间记 载更多 ，不再 —— 录之。 问题 的关键 

是使清 朝仍旧 处于“ 英军不 善陆战 ”的幻 觉中。 颜伯焘 、裕 谦都为 此而大 

吃亏 （详 见第五 章）。 裕谦 对此更 是有激 埼之言 ：“乃 闻琦善 到粤后 T 散遣 

壮勇 ，不 啻为* 驱鱼 ，以致 转为汉 奸勾去 ，遂 有沙角 、大 角炮台 之陷。 其奏 1 

中所云 ， 山后 汉奸， 即系遣 散无业 之壮勇 ，不 问可知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8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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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以上作 战经过 ，系 综合 下列资 料相互 参核而 记：琦 善奏折 入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694 至 696 页 ，第 708 至 710 页 ，第 &16 页; 

梁廷枬 ：< 夷氛闻 记>畚 ： U 道光洋 艘征抚 卷上； 伯纳德 ：< 复仇 神号航 

行 作战记 >第 t 卷 ，笫 256 至 273 飪； 奧塞 隆尼：  < 对华 作战记 > ，第 95  M  99 

页； 麦 t 兹： 〈对华 第二次 战役记  > ，第 15 至 23 页； 宾汉 ：<  英军在 华作战 

记 M 鸦片战 争>第5 册 ，第 162 至 167页；< 中画 丛报 >;第9 卷 ，第 64S 苽， 

第 10 卷第 37 至 43 页。 

㉘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817— 821 页； 伯纳德 ：<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第 1 卷 ，第 267 页； 奧 塞隆尼 ：<  对华 战争记  >,第 97 页。 

® 这五项 条件为 ：一、 英军占 领沙角 ，为贸 易寄寓 之所； 二、 广州开 

港 贸易； 三 、英 商的备 种税费 在沙角 交纳； 四、 “应将 现在起 建之炮 台各工 

停止， 不得稍 有另作 武备； （以上 四条限 三日允 准）； 五、 琦善须 就偿银 、开 

口等 项作出 答复. 方可恢 复谈判 （佐 佐木 正哉： 〈鸦片 战争乃 研究〉 资 料篇， 

第 56 页）。 关 天培没 有正面 答复这 些条件 ，仅在 1 月 10  H 照 会义律 、伯 

麦， 告以事 归琦善 ，需与 其“往 还酌商 '三 日期限 ，万 来不及 '要 求英方 
等待 （同 1： 书 ，第 58 页 从后 来伯麦 1 月 11 日 照会 来看， 英方认 为关天 

培已 允诺“ 彼此不 应再作 武备” 这一停 战条件 （同 上书 ，第 64 页}。 

@ 此中 的情况 ，可 以得到 两方面 的印证 ：一、 1841 年 1 月 11 日 ，关 

天培 M 照伯麦 ，谓 ：“先 _ 鲍公 (指鲔 鹏> 到船 (指 伯麦 座瓶） 面复 ，以 明本提 

督安 心和好 ，井 无歹心 ， 况 琦爵相 现已派 人前来 ，与 贵统帅 议商永 远相安 

公亊 ，本提 督当遵 照相和 …… ”1 月 13 日 ，关天 培又复 照伯麦 ，谓 ：“ 本提費 

现 在差官 ，赶紧 赴省， 呈催琦 爵相迅 速奉复 …… 两国 和好二 百年， 一经说 

明 ，则彼 此和好 如旧矣 …… ” （佐佐 木正哉 ：<鸦 片战争 O 研究〉 资料篇 ，第 

65 至 66 页） 可见关 天培 迫切希 望和谈 成功。 其二， 琦善为 与义律 当面会 

谈 ，两 次经过 虎门， 但在其 奏折中 对虎门 防卫体 系的评 价甚低 ，这 一方面 

是出自 主帅琦 善的自 我判断 ， 另一方 面似与 前线指 挥官关 天培的 汇报也 
是分不 开的。 

®  英方 对此有 一记载 ^  1841 年 2 月 22 日 ，英 舰在虎 门截扣 一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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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小船 ，一 名信使 被华生 （Watson〉# 校认出 ，他是 中国当 局的一 名活跃 

人士 ，很 Q 然怀疑 他带有 某祌命 令或其 他东西 给当地 官员， 结果在 一个盒 

子中发 现一些 信件。 在 这些发 给关将 军的信 件中， 要求立 即阻断 亚娘鞋 

背后使 之成为 小岛的 水道， 方法是 用石头 、木桩 、沉船 ，而此 类物件 被大量 

积放 在名为 三门口 的地方 ，英 军前往 二门 水道去 "检杳 指 2 月 23  0.24 

Hi 门水道 战斗） ，这 种疑心 是由琦 善致关 将军的 被截获 的信件 的内容 

引 起的” （伯 纳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第 1 卷； 第 31S 页，第327 页）。 

由此 可扯， 关天培 此时加 强防御 的行动 ，是 奉到琦 靑的命 令的， 至 少是得 

到了 琦善的 支持。 

@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2 册 ，第 777页。 英方 对此类 事件亦 

颇知详 ，见伯 纳德：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 1 卷 ，第 323 觅。 

场 1&41 年 2 月 13 日，琦 善咨会 关天培 ：拨银 5000 元给 关天培 ，以备 

威远 、靖远 、镇远 三炮台 “克敌 充赏之 用”， 另横档 、永安 、巩而 三炮台 ，每台 

拨银 2000 元， 以 备“克 敌充赏 之用'  存该 咨会中 ，琦 善要求 虎门“ 水陆官 

兵 ，总 需合力 同心. 万弗稍 分畛域 为要， …… 以期克 敌施行 ” （佐 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乃研究 > 资料篇 ，第 265 页）。 2 月 24 日 ，即 开战前 的两天 ，统领 

上 横档岛 的横档 、永 固炮台 的清军 军官刘 庆达出 示宣布 ，给 岛上官 兵“每 

名 银三钱 五分'  要求下 属“留 心奋勇 ，冀加 奖励， 毋得稍 为畏怯 •致 干军 

法" （出处 同 上）。 可见 上横档 岛清军 亦有闹 赏讹银 事件。 

# 该战的 情况， 见<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843 页； 伯纳 

德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苐 1 卷 ，第 327 至 329 页; 宾汉 < 英军在 华作战 

记>，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178 页。 

®  1717 年 最初建 立的横 档炮台 ，位 于山上 ，有炮 10 位。 1815 年改 

建 ，移 至山脚 ，炮 40 位。 1S35 年 ，关 天培改 造虎门 防御体 系时， 该 山上炮 

台尚有 基础。 此次很 可能就 此基础 复建。 

@ 横挡一 线的清 军军普 、沙 袋炮台 的设置 及位置 ，淸 方未有 准确资 

料， 这里据 英方资 料综合 而成。 清 军各处 的火炮 数目， 据 伯纳德 ：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1 卷 ，第 342 至 343 页& 另 ，麦 肯兹称 ，威远 、靖远 两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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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有 火炮 103 位 ，镇 远炮台 40 位 ，上 横档岛 ]63 位 ，巩 固炮台 40 位 ，总数 

为 379 位 （（对 华笫二 次战役 记> ，第 196 至 1 兆 贞） e 宾汉 称：镇 远炮台 22 

位 ，上横 档岛 163 位 ，巩 固炮台 22 位 ，总 数仍是 379 位 （<  英军在 华作战 

记 >，<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157 至 158 页 ，第 318 页〉。 <  中国 丛报〉 一文 

称：武 山一带 淸军共 有火炮 205 位 ，巩 固炮台 30 位 （第 W 卷 ，第 176 罕- 

179 页）。 清军 的兵勇 数字据 〈琦 善亲供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473 豇）。 乂 ，此 处兵勇 、火 炮仅为 正面战 线数字 ，若 连带三 门水道 、太平 

墟 、虎 门寨 等处， 清 军兵勇 将超过 1 万名， 火炮 数起过 450 位。 

m 此次战 斗绞过 的记叙 ，综合 下列资 料：琦 善奏折 ，< 筹办 夷务始 
■ 

末> 道光朝 ，第2 册 ，第 842 至 843 页 ，第 854 页 ，第 1101 页； 梁廷 枬： 〈夷氛 

闻记) 卷 2;< 道光洋 艘征抚 记> 卷上； 伯纳徳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 1 

卷 ，第 333 至 344 页; 奥塞 隆尼：  < 对华 战争记 > ，第 112 至 120 页; 宾汉： 〈英 

军在 华作战 记〉，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175 至 1S5 页：麦 肯兹： 〈对 华第二 

次战役 记乂第 55 至 66 页； 〈中 国丛报 > ，第 10 卷 ，第 176 至 179 页。 

®  1841 年 1 月 9 日 ，道 光帝收 到御史 高人鉴 的奏折 ，称琦 善“懦 

怯 月 12 日， 又收到 太常寺 揶唐鉴 的奏折 ，称 琦善“ 苟安' “难为 主帅” 

(< 筹办夷 务始末 >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644 页 ，第 660 页）。 这 些议论 对道光 

帝影响 很大， 以 至决定 换马。 以后道 光帝的 朱批， 多作“ 与逆夷 翻如莫 ■ 

逆'“ 因何丧 心病狂 '“遇 此不忠 督臣' “一片 呓语'  在上 谕中更 有“不 

知 是何肺 如 此辜恩 误国， 实 属丧尽 天良” 之语。 这些言 语根本 不切实 

际， 而是指 责其道 德了。 

®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816 页。 我 不知道 ，道 光帝的 

这一 [ ‘要命 ”的 朱批， 与后 来琦善 判为“ 斩监候 ”有无 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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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广州品 “战局 _ 

虎门战 败了。 英军开 始猖獗 于广州 内河。 琦善 罢免了 。新 

的主帅 正从江 西和北 京赶来 0 战争 将在广 州一带 展开。 

虎门 之战的 事实已 经说明 ，清 军拒战 必败。 但是， 道光帝 

由 内 阁明发 的革拿 槛押琦 善的上 谕中， 有 这么一 段措辞 严正的 

话： 
(琦 善） “被人 （指 英军） 恐吓， 奏报粵 省情况 ，妄 称地利 

无 要可扼 ，军 械无別 可恃， '兵力 不固， 民情不 坚。 摘举 数端， 
危 亩要挟 ，更不 知是何 肺腑？ 如此辜 恩负国 ，实属 丧失天 

良 (霣点 为引者 所标） 

在此 ，道光 帝将琦 善对军 情的如 实陈词 ，统 统当作 “妄称 ”的虚 

情, “要挟 ”道光 帝的“ 危言' 并予以 道德的 斥责。 这实际 上也下 

了一道 箝口令 ，封住 了杨芳 和奕山 的嘴巴 ：不仅 不许败 ，而 且不 

许 言败。 

这 就把杨 芳和奕 山推上 绝路， 他 们面前 只有一 条出路 —— 

捏谎。 

广 州到北 京的河 川山岭 ，成 为谎话 的天然 屏障。 整 个广州 

战局， 完全成 为一个 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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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 杨 芳的“ 果勇” 

1841 年 3 月 5 日 ，参赞 大臣杨 芳匆匆 赶到了 广州。 当地的 

官绅 上民就 像盼到 了救星 一样。 

自 2 月 26 日虎门 横档一 线战斗 之后， 英军于 2 月 27 日攻 

克清军 重兵把 守的乌 涌炮台 ，3 月 2 日， 又克琶 洲炮台 .3 月 3 日 

再克琵 洲炮台 ，兵锋 距广州 仅有数 公里。 （详见 后图） 

已于 2 月 2S 日与 怡良共 周出示 ，表 明“自 当亲统 兵前往 ，实 

力扫 除”③ 的琦善 ，此时 竟不顾 圣怒， 作出一 个惊人 的举动 ，3 月 
3 日， 派广州 知府余 保纯前 往英舰 ，面 见义律 ，宴求 停战， 理由十 

分 奇妙: 琦爵即 将罢黜 。④这 好像是 一位输 光了的 赌徒， 告诉讨 

债的 打手， “ 别打啦 ，我 已经没 钱了” 一样。 义律让 余保纯 带回一 
纸 〈约议 戢兵条 约>， 价码比 先前的 〈善定 事宜》 高出许 多： 赔款增 

至 1200 万两 ，割 地增加 尖沙粗 （即九 龙）， 以及片 面最惠 国条款 

等等。 由于知 道琦善 将倒台 ，义 律指 明要广 州将军 阿精阿 、广东 

巡 抚怡良 、前两 广总督 林则徐 、邓 廷桢 ，在 3 .天 之内 ，共 同当面 

盖印” 这样 的条件 ，自 然谁 也不敢 答应。  ’ 
3 天的 期限， 于 3 月 6 曰 到期， 杨 芳恰于 3 月 5 日赶到 ，怎 

能不 让民众 “欢呼 不绝” ，怎能 不让官 吏“倚 为松城 ”呢? ® 

在当时 人们的 心目中 ，杨 芳的地 位决非 一般。 杨芳， 贵州松 
桃人。 15 岁从军 ，至 此已 经戎马 55 载 .身经 百战。 以参 加平定 

川楚 白莲教 而官列 总兵、 署固原 提督。 以 平定河 南天理 教面获 

云骑尉 世职。 因统部 不严， 曾多次 罢免。 但谁都 知道他 是个打 

仗 的好手 ，一 遇战端 ，即请 他出山 ，果 然战功 卓著。 他一 生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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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的 业绩， 在道光 初年平 定张格 尔之役 ，是 时他以 参赞大 臣的身 

份， 率兵 穷追， 擒获张 格尔， 槛送 北京。 道光 帝亲自 受俘， 给了杨 

芳一 大堆奖 励:封 三等果 勇侯； 授御前 待卫; 加太子 太保; 绘像紫 
光阁； 赏 用紫韁 、双 眼花翎 、在 紫禁城 骑马； 赐 其子为 举人。 至于 

衣料袍 褂扳指 珊瑚等 等赏赐 ，就难 以罗列 了  D 

1835 年， 杨芳已 65 岁 ，以 病求退 获准。 可第 二年湖 南镇箄 

镇 兵变, 道 光帝又 启用他 。⑦ 他来广 东前, 官 位湖南 提督， 正准备 

进京请 训>  行至江 西丰城 ，于 2 月 12 日 奉到参 赞大臣 的任命 ，立 

即 折道南 下。® 

道光 帝此时 的用意 是很明 显的， 以 亲信皇 侄奕山 为主帅 ，文 

有隆文 （时 任军 机大臣 、户部 尚书） ，武有 杨芳。 在 这三人 之中, 

道光帝 对杨芳 的希望 最大， 冀求 在南国 的 海疆， 再 展昔日 西北的 

荣光。 

与琦善 相比， 杨芳的 优势是 明显的 ：且不 论他几 上几下 ，征 

战遍 及大半 个中国 ，就同 为侯爵 ，也 不像琦 善靠的 是祖宗 ，而是 

硬碰 硬凭着 手中的 刀矛弓 箭打出 来的。 

然而， 杨芳的 战马从 未涉足 广东。 他同 所有的 “天朝 ”大吏 

一样， 遇到了 陌生的 敌人。 

就在 杨芳到 职后的 第二天 ，义 律以约 定的期 限已到 ，于 3 月 

6 日发兵 进攻， 陷猎德 、二沙 尾炮台 ，守军 大溃。 

猎德 、二沙 尾今已 属广州 市区, 距当时 的广州 城东南 角仅有 

3 公里 ，英 军已经 看见了 广州的 城墙。 可就 在当日 ，义律 发布吿 

示. 表示愿 意停战 。⑨ 据英方 的记载 ，清方 又派出 余保纯 前往谈 

判 ，表示 ：尽管 广东当 局也希 望停战 ，但 里帝 决不会 批准。 余保 

纯的这 一行动 ，无疑 得到了 杨芳的 批准。 这很可 能是这 位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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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 上任后 的第一 项决定 。⑩ 

义律的 要求虽 未得到 满足， 但双 方的交 战却又 停顿了 几天。 

在这段 时间内 ，杨 芳又 做了什 么呢？  一 私家记 载称： 杨芳到 

广州后 ，“ 终日 唯购钟 表洋货 为事， 夜则 买俏童 取乐， 甚而 姚巡捕 

等 将女子 薙发， 装跟 班送进 …… ” 该记录 又称： 

“杨 侯初来 ，实无 经济， 惟知购 买马桶 御炮， 纸扎 草人， 

建道场 ，祷 嵬神， 然尚添 造炮位 、军器 、木 排等事 。”⑪ 

关 于此中 “购买 马桶御 炮”的 情节， 另一私 家记载 说杨芳 认为英 

军取胜 ，“必 有邪教 善术者 伏其内 '⑫ 以当 时人视 为最不 洁的妇 

女 溺器, 迎 敌“邪 教善木 ”的“ 蛮夷'  即 所谓以 邪制邪 的法术 。这 

种 方法是 否采用 ，还 不能得 到证实 ，因为 该记载 提到“ 出征乌 
涌' 即在乌 涌作战 釆用， 而早在 杨芳到 达前， 乌 涌已为 英军所 

据。 但是 ，从“ 马桶” 、“ 草人” 、“ 道场' “鬼神 ”背后 表现出 来的杨 
芳 对西方 利器的 不解, 我想应 当是属 实的。 

据林则 徐日记 ，杨芳 的到来 似乎使 他情绪 大变。 从 3 月 5 

曰至 18 日， 或杨芳 来拜， 或林拜 杨芳， 短短的 14 天内 ，见 面就有 

11 次 之多。 3 月 19 日 ，因局 势紧急 ，很可 能杨芳 认为如 此来来 

往往， 仍有不 便商及 之处， 干脆 搬到林 则徐的 寓所， 同住了  S 天。 

3 月 26 日， 杨芳另 迁寓所 ，但与 林的交 往仍十 分密切 。⑫ 由于林 

则徐在 日记中 记得过 于简略 ，我 们不知 道林、 杨商议 的内容 ，但 

杨芳 的各种 行动, 林 则徐应 当是知 情者。 

据杨芳 的奏折 ，他到 任后立 即部署 兵勇防 守省城 ，并 往省城 

之东的 东盛寺 和省城 西南的 凤凰岗 各派兵 1000 名驻守 ^ 他还 

在省 河上构 筑塞河 木排, 排上安 放木桶 （不 知是否 即为民 间传说 

的马 桶？） ， 内 储毒药 桐油， 准 备火攻 。⑭英 方的记 载称清 方大作 

战备， 也证实 了杨芳 的说法 。⑮除 此之外 ，广 东当 局还于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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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发 给美国 商船准 许入港 贸易 的红牌 ，以 离间英 、美 ，坐收 “以夷 

制夷” 之效。 而义律 闻讯， 千当日 宣布封 锁广州 ， 既然不 让英国 
人 做生意 ，那么 谁也做 不成！ 

英 军此时 也没有 闲着， 自 3 月 6 日攻 克二沙 尾之后 ，开 始闯 

入河 南水道 ，另 辟通往 省城的 路线。 3 月 13 曰， 正当被 押的琦 

善 解离广 州之时 ，战火 又起， 英军攻 克了正 在加紧 设防的 大黄滘 

炮台。 

义律 情报似 乎慢了 一些。 他显然 不知道 琦善已 经北行 ，于 

3 月 16 日 ，再给 琦善发 出一份 要求停 战谈判 的照会 ，⑯派 一艘打 
着白旗 的小船 由大黄 滘北上 ，准 备送往 省城。 但是 ，途经 凤凰岗 

炮 台时， 由 杨芳派 往该处 的江西 兵很可 能还不 知道白 旗规则 ，发 

炮 轰击, 英船只 得退回 （此次 战斗被 描绘成 一个大 胜仗， 后将详 
述）。 

义律 对此决 计报复 ，发 兵大肆 进攻。 自 3 月 18 日上 午起， 

英舰 由大黄 漥北上 ，连克 凤凰岗 、永靖 炮台、 西炮台 、海 珠炮台 © 

和河 南的一 座沙袋 炮台。 至下 午四时 ，英 军占领 了广州 西南角 
的 商馆， 在时 隔两年 之后， 重 新升起 了英国 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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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广州 城的东 、西两 路已全 无屏障 ，完全 暴露在 英舰的 

炮火 之下。 据林则 徐日记 ，英舰 向省城 “开放 飞炮、 火箭数 

十 广州 已经成 为一座 危城。 

让 我们回 过头来 ，检讨 一下自 2 月 27 日乌涌 之战至 3 月 

is 日英 军重占 商馆这 20 天的 r1 ■州 内河 战斗。 

自鸦 片战争 一开始 ，广州 的各位 主帅， 林则徐 、琦善 、怡 良、 

杨芳 ，都巳 注意到 虎门一 良被突 破后的 广州内 河防御 ，先 后拨兵 
拨炮 ，并 在河道 狹窄处 沉船或 以木桩 阻塞， 以 防英舰 直逼广 

州。 ® 其中 ，乌 涌炮台 琦善派 湖南兵 900 名， 合之本 地守军 700 

名 ，共计 1600 名， 邻近又 有林则 徐购买 的安炮 34 位的战 舰甘米 

力治号 (Cambrige) 和 40 艘战船 ，兵 力不 为不厚 ，结果 大败， 阵亡 

总兵祥 福以下 446 名 （大 多在溃 逃时被 英炮击 毙）； 二沙尾 、猎德 

一带， 不仅有 炮台， 而 且河道 已 阻塞， 琦善先 是派恰 良前往 坐镇， 
后改由 江西南 赣镇总 兵长春 驻守， 然英 军在拆 除河道 瘅碍时 ，守 

军竟坐 视不顾 ，一经 交战即 大溃； 凤凰 岗一带 ，扬 芳派兵 1000 

名 ，然在 3 月 18 日战斗 中一无 所为。 大黄 滘炮台 守军将 领在临 

战前 一天， 竟派人 与英军 商议： 

“你 也不要 放炮， 我也不 要放炮 ，谁都 不要放 炮。 我可 

以放 六次没 有炮弹 的炮， 给皇帝 留面子 ，然 后走棹 。” ® 
对于 这样的 军人， 我们能 作何评 论呢？ 

据英方 的记载 ，这 20 天 的广州 内河战 斗， 英 军共摧 毁清军 

大 小炮台 、军营 十余座 ，击 毁各 种战船 数十艘 ，缴 获大小 火炮共 

计约 400 位。 ® 而英 军的这 些军事 行动， 每 次仅出 动几艘 轻型战 
舰。 如最 为激烈 的乌涌 之战， 为英舰 5 艘 、轮船 2 艘 又如最 

戏剧化 的大黄 滘炮台 之战， 为英舰 2 艘 、轮船 1 艘。 ㉔就是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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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横行 省河令 杨芳震 惊的那 次行动 ，英 军也仅 动用了  5 艘战 

舰、 2 艘 轮船、 1 艘运输 船和一 些小船 。©历 来谓英 军大舰 不得入 
内河、 小船无 能作为 的清朝 官吏， 此 次饱尝 了英军 轻型战 舰的威 

力。 如 同先前 的虎门 历次战 斗一样 ，英军 在内河 战斗中 伤亡极 
轻， 3 月 18 日 的战斗 仅受伤 8 人 ，其 余各次 战斗， 我还没 有找到 

相应的 记录。 

这里 ，还有 必要提 一下西 江水道 战斗。 1841 年 3 月 13 日， 
正当大 黄滘炮 台清军 以空炮 迎战英 舰时， 英武装 轮船复 仇神号 

拖带两 只小船 ，驶 入澳 门西侧 的西江 水道。 在 3 天的 航行中 ，这 

支小小 的船队 ，沿 途竟 打垮了  6 座炮台 ， 击毁 了清军 9 艘 战船， 

毁坏 了清军 100 多 门大炮 ，并拆 除了多 道拦江 障碍。 于 15 日， 

顺利到 达虎门 之后的 莲花山 。® 按照英 军军官 的记录 ，整 个行动 

尤如假 日郊外 野餐。 ® 

从 亨 月 5 日至 3 月 18 日， 战功赫 赫的果 勇侯杨 芳， 在这两 

周中 终于弄 清了一 个事实 ，他手 中并无 制服这 些“夷 ”人的 招术。 

他己 经从来 粤途中 的满腹 韬略的 迷梦中 清醒过 来了。 ® 

F 

就当时 英军的 兵力兵 器而言 ，自 1841 年 2 月 27 日 攻陷乌 

浦炮 台后， 完全 有能力 一鼓作 气攻下 广州。 

这里就 产生了 一个问 题：为 什么义 律不这 么做？ 为 什么他 

相反 行事， 于 3 月 3 日、 3 月 6 日、 3 月 16 日 一而再 、再而 三地要 

求停战 ，呼吁 谈判？ 

义律 的想法 很简单 他不 希望 广州的 战事吓 跑了居 住在广 

州的 富商。 

自 1839 年 3 月林 则徐封 锁商馆 起算， 中英贸 易整整 停顿了 

两年。 对伦敦 、孟 买和 广东的 英国商 人来说 ，这两 年中仅 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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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绸贸易 的损失 就极为 惨重， 更兼 英国政 府财政 部每年 高达百 

万英镑 的茶叶 税^ 作为对 华商务 总监督 的义律 ，不 是不 明白此 

中的 利害。 而虎 门口外 始终徘 徊未去 的数十 艘英国 商船， ©又 

似乎 时时刻 刻在敲 打他的 神经， 赶紧 通商， 赶紧 通商丨 正因 为如 

此， 自 与琦善 的广东 谈判一 开始， 义律 便谋求 早日恢 复贸易 ，以 
能让 伦敦的 绅士们 继续保 持午茶 的优雅 风尚。 

可是， 生意须 由两国 商人之 间进行 ，若 广州的 商人被 英军的 

大炮吓 坏了， 纷纷 逃难， 又跟谁 去做生 意呢？ 

军事上 的胜利 若不能 带来经 济上的 利益， 那么 ，再显 赫的武 

功也就 丧失其 意义。 盎 格鲁撤 克逊人 此行非 为“宣 威海微 '他 
们 把商业 利润看 得高于 其他。 

因此， 义律 在得知 琦善被 黜后， 预料到 中英两 国条约 一事不 
可能 在广州 达成, 改而 谋求先 恢复广 州通商 ，再领 兵北上 进攻, 

另寻 缔约的 出路。 

于是， 1841 年 3 月 18 日 英军重 新占领 商馆后 ，义律 向广州 

"钦差 大臣” （他 尚不 知此时 的广州 由杨芳 当家) 发 出照会 ，要求 a 

当 天立即 与广州 的“贵 爵大臣 ”面谈 ，并限 “半辰 "（可 能是 指半个 

时辰 ，即 1 小时） 答复。 ® 至于该 照会的 由头“ 现在据 有报知 '是 
指美国 副领事 多利那 （Edward  Delano) 与广 州知 府余保 纯的会 

谈。 ® 余保 纯并没 有托美 国副领 事转告 义律， 希望 与英方 和谈， 

义 律如此 写来， 显然是 找个借 口 罢了 。 

在广州 城岌岌 可危的 局势下 ，杨 芳很快 便作了 答复。 他本 

是军 事统帅 ，无 权与英 方谈判 ，因此 对于英 方的面 谈要求 ，只能 

予以拒 绝。 照会中 有“公 有战， 我有守 ”一语 ，也有 一些玉 碎的气 
派。 但是， 杨芳并 没有关 闭谈判 的大门 ，而 是提出 了书面 交涉的 

方法。 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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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林则徐 H 记， 3 月 IS 日晨 ，林 则徐“ 往晤” 杨芳。 而英军 
于当日 下午 4 时占领 商馆， 因而 义律与 杨芳上 引照会 的交往 ，只 

能在 4 时以后 进行。 看来 ，杨芳 的这一 份照会 ，很 可能并 未经过 

林 则徐。 但是， 据林 3 月 19 日 曰记， 杨 芳和怡 良当日 一 起来到 

林则徐 的寓所 ，“竟 日议事 '共 同商 童对策 
就在杨 、怡 、林共 讨大计 之时， 3 月 19 日 ，广 州知府 余保纯 

正 在商馆 中与义 律进行 谈判。 针对 杨芳的 照会， 义律亦 发出了 

一 份措辞 强硬的 照会， 指出 “若大 清国未 能施以 公道， 足 崇大英 

国威 ，则 我仍行 _ 兵， 与各省 力战” 云云； ® 此外， 义律还 交给余 
保纯一 项备忘 提出 只要发 告示优 待外国 人和恢 复通商 ，英军 

将撤退 ，并 停止军 事行动 。㉟ 余保纯 要求给 予考虑 的时间 ，但义 

律没有 同意。 

余保纯 带回的 照会和 备忘录 ，当 时就 在杨芳 、怡良 、林 则徐 

这广 州三巨 头之间 讨论。 讨 论的具 体内容 ，林则 徐在日 记中没 

有 详说， 但从日 记 中可看 到两项 结果： 

一

、

 

 

3 月 19 日讨论 后，“ 参赞移 至余寓 同住' 若双方 旨趣不 

投，“ 
同住” 

似为不 
可能。 

由此 ，我们 
可以推 

测三巨 
头得出 

、了 相同 
的 意见。 

二

、

 

 

3 月 20 日 日 记称: “参赞 委余守 （保 纯） 赴夷船 给回 文”。 

这说明 
杨芳的 

行动林 
则徐是 

知情的 
，这又 

反过来 
说明杨 

芳在移 

往林 寓“同 
住”时 

，并没 
有隐瞒 

自己的 
立场。 

3 月 20 甘 ，杨芳 派余保 纯送去 照会， 同意义 律备忘 录中的 

两个 条件。 ® 同日， 杨 芳和怡 良还联 衔出具 告示： 

“ …… 现 准各国 商人一 体进埔 贸易， 尔等商 民与之 交易往 

来， 一如 旧例， 不得窒 碍生事 …… 

这就 是杨芳 一义律 3 月 20  H 的停 战协定 。 但是， 义 律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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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退兵。 他决定 用英军 的武力 ，来 保证这 项对英 国极富 利益的 

商业 活动的 进行。 

从今天 的知识 来检讨 ，杨芳 、怡良 、林则 徐之所 以屈服 ，同意 

恢 复通商 ，主要 是他们 没有识 破义律 的真实 意图。 义律 的强硬 

态 度和言 辞便之 认为英 军真的 欲攻破 广州。 就另 一方面 来讲， 
他 们也实 无退兵 之计。 尽管 3 月 1S 日战事 正鏖时 ，林则 徐在广 

州点 验壮勇 ，分 布各路 ，但他 心中似 乎明白 ，这几 百名壮 勇未必 

真能起 作用； 不然， 他就不 会早在 3 月 1 日得 悉乌涌 失陷后 ，就 

送眷属 “登舟 赴上游 寄寓'  以避战 难了。 ® 
由此， 我们可 以得出 结论， 根 据当时 的情报 判断， 不 论是杨 

芳 、怡良 、林 则徐 ，还是 清王朝 中的其 他人， 此时若 要保全 广州， 

唯有 同意恢 复通商 ，别无 选择。 这 与他本 人内心 是否主 战或主 

和 都没有 关系。 

战 争的权 威性， 就 在于强 迫对方 顺从。 

与琦 善相比 ，杨芳 的违旨 行为不 知严重 多少倍 ^ 琦 善奉旨 

主“ 抚”， 终不 肯与英 人签订 条约。 杨芳 奉旨主 “剿'  却 擅与英 
人达 成停战 协定。 可杨芳 的结局 又不知 好过琦 善多少 倍。 这里 

面 的关键 ，在 于如何 上奏。 

1841 年 3 月 6 日， 杨芳 到达广 州的第 二天， 上奏 道光帝 ，隐 

匿 了琶洲 、猎德 、二沙 尾等东 路炮台 的失陷 ，仅 虚笔 略提英 军“前 

哨探 至省城 相距十 余里游 奕”， 然后笔 锋一转 ，大 谈自己 如何布 a 

防 ，董称 “可以 仰慰圣 廑”。 道 光帝于 3 月 21 日收 到此折 （正是 

广州恢 复贸易 的第二 天）， 吃下了 这枚空 心汤团 ，上谕 中称“ 览奏 
稍纾 忧念。 

3 月 12 日， 杨芳再 次上奏 ，谎 报乌涌 之战中 清军“ 砍毙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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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多于 官兵'  即杀敌 446 人 以上， 并称其 筹防措 施已使 “民心 

大 定”， “军 民鼓勇 ，可期 无處'  至于 道光帝 迫切希 望的“ 进剿' 

他寻出 了一 个延宕 的理由 ：怕英 军逃窜 而不能 全歼。 他建 议“暂 

事羁縻 '等 奕山 、隆文 赶到后 ，“ 再设法 水陆兜 剿”。 © 

杨芳的 这一番 本意拖 延时日 的托词 ，歪 打正着 ，恰中 道光帝 

的 心思。 我在 第三章 中提到 ，先前 道光帝 决议主 “抚'  其 中一条 

重要 理由， 便是担 心在陆 路上占 有“优 势”的 清军一 旦进攻 得手， 
英军退 往海上 ，便无 法追剿 ，战 争将拖 延下去 ，不 能获得 如同西 

北擒获 “夷酋 ”张格 尔那样 的彻底 胜利。 他一 开始下 令奕山 、杨 

芳 出征时 ，便 提出了 “剿检 逆夷” 。◎后 又多 次下令 ，不要 放跑了 

英军， “务将 （英 国） 首 从各犯 及通夷 汉奸， 槛送 京师， 尽法惩 

治 因此， 当 他得知 英军由 虎门深 入内河 ，不 以为优 ，下 旨“可 

期一 鼓作气 ，聚而 歼旃” 当 3 月 28 目收 到杨芳 的这份 奏折， 

对杨 的“不 趋小利 而误大 局”的 做法非 常满意 ，在 该段上 朱批： 

“ 如能设 法羁縻 ，不令 遁去、 方合机 宜”； 又 在该折 尾兴奋 地一连 

写下 了两段 朱批： 

“ …… 朕 日夜引 颈东南 ，企盼 捷音之 至。”  \ 

“客兵 不满三 千， 危城立 保无虡 ，若非 联之参 1 赞大 臣果 
勇 侯杨芳 ，其孰 能之？ 可 嘉之处 ，笔难 宣述！ 功成之 B, 伫 

膺懋赏 ，此 卿第一 功也。 厥后尤 当奋勉 

他还由 内阁明 发上谕 .称 赞杨芳 “晓畅 军务” ，著 先行交 部从优 

议叙” 
道 光帝所 企盼的 捷音果 然不久 而至。 4 月 1 日 ，他 收到杨 

芳于 3 月 17 曰 发出的 奏折。 在这份 奏折中 ，杨 芳竟将 3 月 16 

日 凤 凰岗击 退英方 打着白 旗致送 照会的 小船， 夸张 成一大 胜仗， 

称英军 “大兵 船两只 、火轮 船一只 、三 板船 十数只 ，冲过 大黄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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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滘） 废营 （用“ 冲过” “废营 ”的字 样,掩 饰了大 黄滘炮 台的失 守）， 

直欲闯 过省河 '驻 守凤凰 岗的清 军“奋 不顾身 t 叠开大 炮百余 

出' 击沉英 三板船 两只， 击断 英大兵 船主桅 一根， 击毙 英军多 

名. 英船 “畏惧 退走， 不敢 遽行省 河”。 该折还 提到了 西江 水道战 

斗，# 清军 的极力 “抵御 '使英 船当晚 便“退 出”。 道光帝 读及于 I 

此， 如 何能不 喜悦， 在 上谕中 称扬芳 “调度 有方， 出奇制 胜”， 并再 

次将 杨芳“ 交部从 优议叙 

一 直到了 第二天 ,4 月 2 日 ，道 光帝仍 未从前 一天的 兴奋中 

缓过 劲来, 谕令 正在途 中的靖 逆将军 奕山： 

“广东 凤凰岗 有二月 二 十四日 （3 月 16 曰） 之捷 ，省城 

自可 无虜。 该将 军等星 速前进 ■…“ 务即会 同杨芳 熟筹妥 

办 ，一 俟大兵 齐集， 即设 法断其 归路， 痛加 剿洗， 以彰 挞伐而 

振国威 。” （重 点为引 者所标 

可是， 杨芳的 牛皮也 吹得太 大了。 就在他 出奏的 第二天 ，3 

月 18 日 ，英军 便肆虐 于省河 ，省 城深为 可虞。 尽管 杨芳在 3 月 

20 日的 照会及 告示中 ，都向 英方保 证“据 实陈奏 '但 3 月 22 日 

他的 奏折， 仍 是一篇 粉饰的 杰作。 
在这份 由杨芳 、阿 精阿 （广州 将军） 、怡 良合 词恭具 的奏折 

中 ，先称 美国副 领事多 利那请 求允许 英国恢 复通商 ，被 正词驳 

回； 再称 英军于 3 月 18 日乘风 冒死闯 入省河 ，由 于清军 防守严 

密 ，不 得不于 18 日至 19 日 退出； 最 后称行 商伍怡 和呈道 义律字 

据 ：“不 讨别情 ，惟 求照常 贸易， 如带违 禁之货 ，即将 船货没 官”， 

请道光 帝对是 否准许 恢复通 商一事 “指示 机宜” 
扬芳 恐这份 虚掩过 分的正 折说不 清楚， 随奏另 附两份 夹片， 

要求“ 留中不 发”。 第一份 夹片婉 转承认 清军力 量不足 ，防 守广 
州有 八难， 于是, 杨 芳称经 其深思 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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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若先 设一计 ，以退 其船。 查从前 逆夷求 偿烟价 、求 
给地方 ，皆 无可许 之理。 今俱不 敢妄® ，而 惟希冀 照常贸 

易 …… 彼若以 诈来， 奴才亦 即以诈 应之， 将计 就计， 冀其路 

入术中 ，于 剿办或 有把握 …… ” 
第二份 夹片称 ，英军 退出后 ，立 即在大 黄潛、 猎德垒 石阻断 河道, 

另派兵 前往堵 塞虎门 内河， 待奕山 、隆 文赶 到后， "熟 商剿办 

杨芳的 正折和 夹片， 隐匿 了两项 最重要 的事实 ：一是 完全不 
提广州 内河各 军事要 点的失 守和英 军重占 商馆， 反而谎 称英军 

因清 军防守 严密而 退出； 二是 完全 没有提 到余保 纯与义 律的谈 

判 及杨芳 的照会 和告示 ，将 既成的 事实作 为尚待 请旨的 议案。 

为了使 道光帝 同意广 州恢复 通商， 杨芳竟 诡称如 此将有 利于将 

来 的“剿 办”。 
若不 知广州 的真情 ，仅凭 杨芳的 折片， 人们很 难揣度 当时的 

形势。 智商 平平的 道光帝 ，对此 更是不 得要领 ，下 了一道 让今人 

莫名 其妙的 谕旨： 

“本 0 据杨芳 驰奏， 逆 船驶入 省河， 旋 即退出 …… （杨 

芳>  所办 尚好。 …… 洋商呈 出义律 笔据， 代恳通 商等情 ，此 

系读 逆奸谋 ，懈 我军心 ，惟现 在大兵 未集， 不 敷调遣 .著杨 

芳设 法羁縻 ，俾 不得远 遁外洋 ，致将 来攻剿 费手。 其 现在如 

何 从权制 驭之术 ，朕 亦不为 遥制。 奕山、 隆文计 已抵粤 …… 

著仍 遵前旨 ，断 其后路 ，四 面兜检 ，克复 香港， 以 副委任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且不论 其中的 “设法 羁縻” 、“不 为遥制 ”究竟 该怍何 解释, 就看看 

当时不 和谐场 景就使 人哭笑 两难： 一边是 兵败无 策后屈 服“夷 

酋”. 一 边是企 盼大兵 兜剿擒 获“夷 酋”， 广州与 jt: 京， 尤如 现实与 
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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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曰 ， 广州 恢复通 商已经 10 天， 杨芳仍 在奏折 中欺骗 

道光帝 ，声 称美国 商船驶 入黄埔 引起英 国商人 的好一 阵歆羡 ，由 

于得 知杨芳 已上奏 请旨， 义律 等入抱 有一线 希望， 所以“ 旬日间 

无一动 静”。 杨芳 此折的 目的， 是以 英方“ 无一动 静”的 驯眼姿 
态 ，诱 引道光 帝尽早 批准恢 复中英 贸易。 可道光 帝却发 现了其 

中的 漏洞， 若美商 代英商 销售岂 不是放 纵英入 得逞， 于是， 他一 

面 下令杨 芳严查 有无朦 混影射 等弊， 一面明 确宣布 “断不 准”英 
国 通商。 

广州 到北京 的驿递 速度， 让杨芳 、怡 良等得 心焦。 4 月 3 

曰， 他们再 次上奏 ，试探 道光帝 的态度 ，声称 3 月 31 日因美 、法 

两国的 请求， 已批 准港脚 （即 英属 印度) 商入恢 复通商 ，并 请求道 

光帝批 准英国 通商， “暂作 羁縻， 以 便从容 布置， 可 期计出 万全' 
15 天后 ，这 份奏折 到迖道 光帝的 案上。 他观 此勃然 大怒, 

在 该折上 朱批达 5 条 之多， 其 中有：  I 

“朕 看汝二 入欲蹈 琦善之 故辙' 

“若贸 易了事 ，又 何必 将帅兵 卒如此 征调？ 又何 必逮问 

琦 善？” 

^  I  | 

并由 内阁明 发上谕 ，斥 责杨芳 、恰良 ，将 其“ 交部严 加议处 '®4 

月 23 日 ，吏 部议奏 ，杨芳 、怡 良照 溺职例 革职。 道 光帝因 “现当 

剿办 吃紧之 时”， 改 为革职 留任， “以 观后效 
比起 前任林 则徐、 琦善， 杨芳的 处分真 是轻得 不能再 轻了。 

况 且杨芳 一生立 的功大 ，闯的 祸也大 ，褫 花翎 、摘顶 带已是 多次， 

最 重为革 职遣戍 ，对 他说来 ， “革职 留任” 不过是 湿衣裳 的毛毛 
雨。 但是， 杨芳未 受重罚 ，并 非是道 光帝待 人不公 f 而是 他在奏 

折中施 展了一 整套粉 饰夸大 加躲闪 腾播的 工夫。 © 他始 终没有 
让道 光帝知 道广州 内河 战败的 真请， 始终 没有让 道光帝 知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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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已恢复 通商。 

威风 凛凛战 功赫赫 的果勇 侯杨芳 ，在与 英军的 作战中 ，未露 

丝 毫的“ 果勇” 精神， 而在 对道光 帝的捏 谎上， 却大 显惊人 的“果 
勇” 气派。 

但是， 若将杨 芳的谎 言与后 来的奕 山相比 ，又 只是小 巫见大 

怪了。 

奕 山的“ 靖逆” 

奕山 是康熙 帝第十 四子允 禰的四 世孙。 在康 熙朝的 立储纷 

争中 ，身为 抚远大 将军的 允褪， 本是最 有力的 皇位竞 争者。 雍正 

帝在 迷雾中 继位后 ，长 期监禁 允裼。 允 褪之子 ，奕 山的曾 祖父弘 

舂 ，亦为 此而受 迫害。 

经雍 、乾 、嘉三 朝之后 ，百 年前 祖上的 恩恩怨 怨已经 消褪色 

彩。 自 道光帝 继位后 ，奕 山颇得 宠信， 1821 年以 四品宗 室充三 

等侍卫 ，历二 等侍卫 、头 等侍卫 、御前 侍卫、 伊犁领 队大臣 、塔尔 

巴哈 台领队 大臣、 伊犁参 赞大臣 ，迁 至伊犁 将军。 期间曾 参加过 

平定 张格尔 一役。 1840 年 4 月 ，道 光帝召 其回京 ，任领 侍卫内 

大臣 、御 前大臣 等职。 © 按照清 朝的官 位品秩 ，武 职的领 侍卫内 

大臣相 当于文 职的内 阁大学 士， 为最高 一级。 然而 ，更 重要的 

是 ，奕山 久任内 廷职位 ，平 时见 到皇帝 的机会 比较多 ，这 又是一 
般官员 不可企 及的。 

1841 年 1 月 30  道光 帝授奕 山为靖 逆将军 t 从湘 、赣、 

鄂 、桂 、滇 、黔 、蜀七 省调集 大军， 命其统 率南下 征战。 这 对奕山 

说来， 正 是一个 机会， 祖上 的神种 不平事 ，可由 他 这位子 孙的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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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武功来 洗雪。 

奕山 受命后 ，面 聆圣训 ，于 2 月 2 日领 受了御 赏的“ 大缎袍 

褂料 各二件 ”，@ 随 后组成 了由御 前侍卫 、京 营武弁 、部院 司员共 

35 人 的参谋 班子。 在嘈嘈 嚷嚷中 操持了 两周后 ，奕山 一行于 2 
月 16 日 ，浩 浩荡荡 ，离 京南下 

前方的 军情如 此急迫 ，面 主帅 的准备 似过于 悠闲。 当时任 

北京 俄国东 正教教 土团监 护官的 俄国外 交官柳 比莫夫 （此 人后 

任俄国 外交部 亚洲司 副司校 、司 长）， 目睹这 一出征 场面， 给国内 

的 报告中 写道： 

、  “我 有幸看 到这一 美妙的 场面。 将军被 人抬着 ，他 的陪 

同人 员有的 乘马车 ，有的 骑马。 不算 各种官 I 他的 隨从就 

有 50 人。 就拿与 我们教 士团联 系的官 员® 来说 ，他 与将军 

一 起出发 ，也 带了约 10 人。 有 的拿弓 ，有 的拿箭 ，有 的拿床 

垫 、枕头 ，等 等。 我国如 有人接 到命令 要出发 ，骑 上马 就走， 

而 这里不 是这样 .你 等着听 童话吧 ，事 情得慢 慢做。 譬如 

说 ，将军 打算到 前线去 20 天 ，而抬 他就得 30 天 ，这 还是因 

为按 照最高 命令， 一 昼夜必 须走两 蛄路程 

不过 ，在这 位俄国 间谍眼 中极其 荒唐的 现象, 在“夭 朝”恰 是无人 
蒈议 的正常 情景。 

奕山出 征了。 他是继 林则徐 、琦 善之后 ，第 3 位 由京赴 粤的, 

大员。 而从今 夭的知 识来看 ，道光 帝賦予 他的使 命，“ 剿拴逆 

夷” ，如同 他的两 位前任 ，仍是 无法完 成的。 
他 是否也 走上了 与前任 相同的 道路？ 
I  I 

从清 代档案 来看， 奕 山未出 京前, 道 光帝就 发给他 3 道谕 

旨； 从奕山 的奏折 来看， 他在途 中至少 收到了  6 道 谕旨。 检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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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谕旨， 除通 报广东 、浙 江的军 情外， 无 非是催 其加速 前进， 其中 

使用 频率最 高的字 样为， “  - 1 意进剿 ”，“ 星夜兼 程”。 ® 
尽管道 光帝催 得很紧 ，但 奕山 赶路的 速度并 不快。 据 《广东 

军务 折档》 ，他于 2 月 26 日 到山东 东平， 3 月 17  ff 到安徽 宿松， 

28 日到江 西泰和 ,4 月 3 日方进 入广东 境内。 又据 其自称 ，行程 

不 快是沿 途大雨 ，路上 泥泞。 而他一 入广东 ，反 在韶州 （今 韶关） 

停 了下来 ，理由 为：一 、得 知英 军已通 近广州 ，放 言等他 到迖后 

“ 即求定 局”, 而 此时各 路援兵 未到， 火炮 未齐, 速到 广州， 反会被 

英军 所困。 二 、等 候新任 两广总 督祁埙 ，一 并前进 
奕山的 理由是 否站得 住脚， 没有必 要分析 ，因 为从广 州的局 

势来着 ，他 早几天 或晚几 天到达 ，似 为无关 紧要。 需要介 绍的， 

是奕 山所举 理由的 背景。  ' 
自 1841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15 日，道 光帝共 调大军 1.7 万 

人援粤 。® 这是奕 山倚以 为战的 军力。 可至 4 月初 ，进入 广东境 

内 援军仅 8000 余人 按照 我在第 一章第 二节中 谈到的 清军调 

兵速度 ，援 军的全 部到达 ，须至 5 月份。 也 就是说 ，道光 帝所期 

待的大 兵进剿 ，最 早要到 5 月 份才能 进行。 ■ 

虎 门之战 、广 州内河 之战、 西江水 道之战 ，使 清军在 这一地 

区 损失的 火炮约 1000 位。 © 奕山若 要发动 反攻， 需 从广西 、湖南 

等 省调入 火炮， 这也 需花费 时间。 

道 光帝为 了保证 广东作 战的后 勤供应 ，于 1841 年 2 月 10 

曰 派曾任 广东巡 抚的刑 部尚书 祁埙办 理粮台 ，辅以 江西、 广东两 

布政使 琦善革 拿后， 又任命 祁埙为 署理两 广总督 （后真 除）。 

此外 ，为 加强军 事指挥 ，又于 3 月 15 日增 派曾参 加平定 川楚白 

連教 、张格 尔诸役 ，并 获绘像 紫光阁 殊荣的 四川提 督齐慎 为参赞 

大臣。 @ 这样 ，广 东的前 敌班子 由奕山 （领 侍卫内 大臣、 御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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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隆文 (军 机大臣 兼户部 尚书） 、杨芳 （湖南 提督） 、齐慎 （四川 

提督） 、祁烦 (原刑 部尚书 、两广 总督） 五 人组成 ，这 在清朝 历史上 

也是一 个罕见 的强大 阵容。 道光帝 还慷慨 地一次 性拨给 军费银 

300 万两。 而道 光帝所 赋予的 任务， 除大兵 兜剿、 擒获“ 夷”酋 

夕卜， 又 增加了 一项： 收回香 港。® 
4 月 14 日 ，奕山 等人由 佛山进 入广州 ，途 中共 57 天 ，比 

他的前 任琦善 多用了  1 天。 但在这 57 天内 ，广 州的局 势已经 

大变 o 

奉旨“ 剿夷” 的奕山 ，似乎 很看重 对英强 硬的林 则徐。 在未 
进入广 州之前 ，便 写信给 林则徐 ，约 他面谈 问计。 4 月 13 曰， 

奕 、林 会晤于 佛山。 此后， 他们在 4 月 15 日和 18 日 ，在 广州有 

两次时 间甚长 的会晤 

关 于这些 会谈的 内容， 史籍上 有一些 透露， 谓 林则徐 向奕山 
提出了  6 条建策 而在这 6 条建 策中， 我以为 最重要 的有两 

条： 其一， 林则徐 提议， 密饬 余保纯 @和 行商， 用“ 好言诱 令”英 

军退出 省河， 然 后在广 州以东 的猎德 、二沙 尾一带 和广州 以南的 

大黄滘 一带阻 塞河道 ，构 筑沙袋 炮台， 派重兵 驻守。 此两 处办成 

后 ，再致 力于黄 埔® ，最后 筹防 虎门。 林的这 一建策 ，就 作战思 
想 而言， 仍是 其战前 的据守 海岸坚 强防御 据点的 战法。 

实际上 ，林的 这一战 法已不 新奇， 3 月 22  B 杨芳奏 折所附 

密片中 ，已 陈此说 ® (很可 能杨 芳正是 听从了 林的建 策）。 但是， 

若从当 时的实 际出发 ，林 的这一 建策有 两项操 作上的 困难。 

据林则 徐称， 当时猎 德一带 的珠江 河道， 宽约 660 米 ，探 6 

米以上 ，大 黄滘一 带河道 ，宽约 350 米 ，深约 10 米。 如果 只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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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的阻塞 ，将无 济于事 ，因为 前次广 州内河 战斗时 ，猎德 、大 黄潛 

都己 阻塞， 但水中 障碍皆 被英军 清除。 如按 林则徐 所要求 的“巨 

石 ”堵塞 ，那两 处的石 方量不 难推算 ，似 在短期 内难以 完成。 退 

一步说 ，即 便阻 塞了珠 江河道 （且 不论此 举会引 起何种 生态恶 
果） ，那也 只是阻 止英军 舰船由 水路直 逼广州 城下， 又何 以阻挡 

英军 的陆路 进攻？ 林要 求堵塞 的猎德 ，距当 时的广 州城约 5 公 

里 ，英 军若从 此处发 起攻击 1 比 后来的 攻击路 线只长 3 公里 。 

. 另外, 林 则徐堵 塞河道 的前提 ，是英 军退出 省河。 可 如何使 

英军退 出省河 ，又 是一件 难事。 林在 此用了 “好言 诱令” 四字， BP 

虚 假地应 允英方 的某些 条件。 且不 论道光 帝的“ 断不可 稍存一 

通商 之意” 的严旨 ，⑪ 使奕山 不敢同 意英国 通商； 即 便作此 承诺， 
对英 方也无 吸引力 ，因 为先前 杨芳、 怡良已 经出具 照会和 告示。 

至于 在其他 方面作 出承诺 ，更 是违旨 举动。 

如 果我们 再看看 道光帝 的谕旨 ，便能 知晓奕 山决不 敢听从 

林则徐 的这一 建策。 道 光帝给 奕山规 定的战 法是大 兵兜剿 、擒 

获“ 夷酋' 其基本 战略是 进攻， 面 林则徐 的战法 （即便 成功） 只是 
保守 的保全 广州的 方案。 尽 管我们 有理由 指责京 师的旨 意更加 

不 切实际 ，但对 统兵大 员来说 ，不 执行这 一旨意 t 又是另 一回事 
了。 琦善 、伊 里布前 鉴俱在 ，奕 山不能 不小心 行事。 

林则 徐的这 一建策 ，奕 山没有 采用。  ' 
其二, 林则徐 建议， 对驶 入内河 的英舰 船实施 火攻， 火船在 

佛山一 带装配 ，于 深夜 乘风顺 流放下 ，另 以战船 、水 勇配合 作战。 

林 的这一 建策， 仍 脱眙于 战前的 "攻首 尾跃 中舱” 之法， 火攻 
是 中国水 战的传 统战法 ，火烧 赤壁等 战例更 是深入 人心。 奕山 

在路途 中便存 有此心 。©林 的建策 ，颇合 其意。 后 来奕山 采用的 

正是这 一 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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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 两项外 ，林 则徐还 提议准 备战船 、调 集火炮 、查 拿汉奸 

三项 ，这些 已属技 术性的 问题， 在当时 无特别 之处， 奕山 也采取 

了一 些措施 ，在此 可不再 分析。 至于林 提议建 立外洋 水师一 项， 
因与奕 山当时 条件差 距太远 ，根 本无 法实施 ，我准 备放在 第六章 

中再作 分析。 

由 此可见 ，林则 徐的军 事思想 ，仍 停留 在其战 前的水 平上， 

并 没有从 广东的 一系列 战事中 ，总结 出真正 的经验 教训。 他的 
6 项 建策， 尚 无回天 之力。 

需要说 明的是 ，林则 徐作为 “天朝 ”中的 一文臣 ，如此 建言， 

并不 足奇， 也不 必究其 责任； 然 而一些 论者对 此未加 分析， 先作 

赞词 ，称 作救时 之方, 指责奕 山未能 一一 如 计行事 ，反显 足以为 
奇。 这也 是我写 下这段 文宇的 原因。 

义 律此时 似乎也 在等待 奕山的 到来。 

自 1841 年 3 月 20 日广州 开港后 ，义律 策划了 一个计 划：在 

广州至 香港一 带保留 7 艘军 舰和全 部陆军 ，以 威慑广 州当局 ，保 
证 广州通 商顺利 进行； 主力战 舰北上 ，进攻 厦门， 然后再 南下广 

东； 当主 力战舰 南下时 ，广州 的通商 可以大 体结束 t 英军于 5 月 

北犯江 、浙 ，迫 清政府 屈服。 © 

1841 年 3 月 27 日， 义 律同远 征军海 军司令 伯麦和 陆军司 

令郭富 （Sir  Hugh  Gough)® 讨论这 一计划 ，遭到 反对。 郭 富提议 

将进 攻厦门 的行动 t 放到 第二 次北上 总攻击 时一并 进行， 并要求 a 

增援； 伯麦也 提出了 增援的 要求。 于是 ，会 议决定 ：推迟 北攻厦 

门， 英军以 全力控 制广州 的局势 ，伯 麦往印 度求援 (3 月 31 日出 

发）， 义律进 驻商馆 (4 月 5 日 到达） ，探 明情况 是否会 变化。 © 

义律 很早便 得到奕 山即将 到来的 情报， 也急 欲知晓 他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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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停战 通商的 态度。 4 月 14 日 ，奕 山一人 广州， 义律立 即照会 

杨芳 ，询问 广州停 战通商 协议是 否仍旧 有效？ 奕 山是否 准备开 

战? @4 月 16 日， 广州 知府余 保纯带 来杨芳 的复照 ，词语 含混： 

“前 许代恳 圣恩， 已为 陈奏。 昨 大将军 、参 赞到来 ，亦 

俟恩 旨定局 ，断 不失信 ，令问 好：⑰ 

我在 前节已 经谈到 ，杨芳 的奏折 ，只谈 到准许 “港脚 ”贸易 ，并未 
报告 实情； 而道 光帝的 驳斥， 此时尚 未到达 广州。 从这份 照会来 

看， 奕山似 乎同意 通商停 战协定 ，答 应等待 圣旨。 “令问 好”一 
语， 也颇 有亲善 之意。 

让人吃 惊的是 ，余保 纯在送 交上引 照会时 曾与义 律交谈 ，他 

提到 这么一 件事: 余曾问 广州的 大员们 ，若 道光帝 不同意 通商, 

决意 开战， 将会怎 么样？ 广州的 大员们 答复， 圣意不 可违， 但开 

战 可在广 州以外 的地区 进行， 通 商也不 必因此 中断而 可继续 

进行， 

看 来广州 的大员 们准备 与英方 联手， 导演一 场专门 做给道 
光帝看 的戏！ 

义律 对杨芳 的答复 似乎很 满意。 他于 4 月 17 日发布 告示， 

宣 称英军 不会进 攻广州 ，通 商可继 续进行 

通过 在广州 商馆里 20 多天 的观察 ，义 律得出 结论， 广州局 

势不会 因奕山 的到来 而恶化 。 于是， 他回到 澳门后 ，于 4 月 25 

日决定 ，除 留下 一部分 兵力保 持对广 州的警 戒外， 主力于 5 月 

12 日之 前北上 ，进 攻厦门 及长江 流域。 ® 

可是 ，就 在此时 ，广 州方面 又传来 各省援 军开到 、炮 台加强 

武备 的情报 ，面杨 芳又以 “私信 ”形式 劝诫义 律罢手 。@义 律为此 ■ 

再 入广州 商馆, 就 近刺探 军情。 

5 月 11 日 ，义律 与余保 纯会谈 ，一次 付给三 份照会 ，提 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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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 、撤 退各省 援军; 二 、撤 回西炮 台新设 大炮; 三 、广州 当局出 

示 安民； 四 、奕山 、隆文 、杨 芳联衔 复照。 ® 次日 ，义 律离开 广州去 

义 律的这 一次广 州之行 ，使 之得出 r 完 全不同 于前的 结论: 
他认定 奕山必 定开战 ，而 英军须 先下手 为强。 5 月 13 日 ，他密 

令英军 做好一 切战斗 准备。 5 月 17 日，他 未收到 奕山等 人的答 
复 ，令英 军开始 行动。 5 月 18 日起 ，英 军除留 1 艘军舰 保持对 

香 港的警 戒外， 海陆 军全数 向广州 开进。 

广州之 战即将 爆发。 

从现 有的史 料中， 我们似 乎可以 推断， 奕 山进驻 广州后 ，心 

情 一直处 于矛盾 之中。 

= 方而 ，他 没有揭 穿杨芳 的谎言 ，也没 有阻碍 通商的 进行， 

默许 了杨芳 、怡 良先前 所做的 一切， 甚至还 派人招 回逃逸 避难的 
殷实 商户， 致使 这种生 意能更 为兴隆 4 月 28 日， 他还 为通商 

一 事专上 一折， 明显流 露出希 望通商 的倾向 。©在 作战指 导上， 

他 也似乎 接受了 杨芳的 建策， “待机 而动， 不可 浪战取 败”。 @此 

中的 “待机 '实质 上就是 将进攻 时间无 定期地 推延。 

另 一方而 ，他出 征前面 聆圣训 ，出 征后 又叠奉 圣旨， 都要求 

他一 意“进 剿”； 他身为 “靖逆 将军' 非为祖 上的“ 抚远大 将军' 

总不 能顺着 “逆夷 ”而无 所作为 于是, 他 从广西 和粤北 调集木 
排， 在佛 山监制 火炮， 往福 建雇募 水勇， 并 在其下 榻的贡 院内日 

夜 赶制大 小火箭 、火毬 、毒 火炸炮 等火攻 用具, 准备在 黑夜中 ，对 

停泊在 省河上 的英舰 实施火 攻^ 

就在 奕山左 右动摇 之际， 5 月 2 日 ，道 光帝批 驳杨芳 、怡良 

准许“ 港脚” 贸易的 谕旨到 迖广州 ，©该 旨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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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 di 等接 奉此旨 ，著迅 速督饬 兵弁分 路兜劉 ，务 使该 
夷片 帆不返 ，俾知 儆畏。 倘该 夷船闻 风远遁 ，空 劳兵力 ，惟 

该将 军是问 r® 

两 天之后 ，5 月 4 日 ，奕山 又收到 道光帝 4 月 20 日 发出的 谕旨， 

命 令他“ 抄袭该 夷前后 路径， 并力 攻剿， 不 使逃遁 到了 此时， 

奕山的 面前也 只有一 条路了 ，进 剿”！ 
大 约到了  4 月底、 5 月初 ，道光 帝所调 派的各 省援军 1.7 万 

人全部 到达。 虽然其 中有数 千人已 在乌涌 ，凤凰 岗等战 中被击 

溃, 但战后 又纷纷 EU 营； 合之广 州原驻 清军， ® 总兵 力当在 2.  5 

万人 以上。 奕 山亦细 心地部 署广州 城防： 

新 城东水 关至西 水关， 城垣 上派兵 4300 名； 四 方炮台 一带, 
派兵 2500 名； 观音山 （即越 秀山） 派兵 1000 名； 小北门 ，派兵 

500 名 ； 贡院， 留兵 1000 名； 燕塘 一带， 派兵 4500 名 ； 石门 一带， 

派兵 1300 名； 佛山 一带， 派兵 2000 名®  (具体 地点参 阅后图 >。 
尽管奕 山手中 的兵力 已数倍 于英军 ，但全 是陆师 ，无 法施展 

于 对英军 舰船的 进攻； 因而从 他的兵 力部署 来看， 仍是由 陆上防 

守 广州， 并不 符合道 光帝“ 分路兜 剿”的 要求。 
可 远在京 师的道 光帝， 根本 不顾及 奕山在 战术上 的困难 ，催 

命般 地接连 下旨“ 进剿” ，他 根本不 能想像 ，如 此强劲 的“天 朝”大 

军 ，为 何尚未 全歼这 群“丑 类”。 奕山承 受的压 力越来 越大。 
据奕山 的奏折 ，他 定于 5 月 10 日发劫 进攻， 但由于 连日大 

雨滂沱 ，毁 坏了用 于火攻 的木排 、战船 ，进攻 不得不 延期。 ® 但从 

其 他史料 来看， 广州方 面用于 进攻的 准备根 本就没 有完成 ，奕山 

的这 番话， 很可能 是应付 道光帝 的一种 托词。 
但是 ，时局 的发展 ，又 由不 得奕山 从容准 备了。 至晚在 5 月 

20 曰 ，奕 山已经 得知了 义律下 令进攻 广州的 情报； 于是， 他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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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雇福 建水勇 1000 名 、香山 （今 中山） 、东 莞水勇 3000 名 尚未到 

达， 其他 备战工 作亦未 完成， 便 f  5 月 21 日， 下令 进攻。 ® 

从军事 学的角 度来看 ，奕 山组 织的迸 攻实谓 可笑。 广州清 

军 兵力达 2 万 以上， 但对进 攻一无 用处。 据奕 山奏， 用于 迸攻的 

是所 雇水勇 1700 人®  (道光 帝所调 大军真 是白费 劲）； 又据 〈番 

禺县 志〉， 用于进 攻的兵 力为四 川余丁  400 名 ，水勇 300 名 ，数量 

更少 。其 方法是 前面介 绍过的 火攻。 目标 是泊于 珠江上 的英军 

舰船。 

道光 帝期待 数月翘 首盼捷 的“兜 剿”， 只不过 是这种 骚扰性 
质的 战斗。 

与新任 两广总 督甚有 交情的 梁廷枬 ，在 其著作 中透露 ：奕山 
的命令 下得十 分仓卒 ，甚至 事先未 与参赞 大臣杨 芳商量 u 此时 

仍幻 想以通 商换和 平的果 勇侯， 得讯 后大惊 失色， 拔 剑奋呼 ：“事 

且败而 局难收 r® 

老 将扬芳 ，已 经看到 了结局 。 

义律于 5 月 17 日 下令 进攻后 ，于 18  R 赶 至广州 商馆， 秘密 

部署 快速结 束通商 、及 时撤退 侨民的 工作。 至 5 月 21 日晨 ，他 

判 明局势 已经相 当险恶 ，便 通告英 商于当 天日落 前离开 商馆。 

下午 5 时 ，他 本人也 从商馆 登上省 河上的 英舰。 这时离 奕山发 

动进 攻的预 定时间 ，仅有 6 个小时 《 我们 虽不知 道义律 是否获 

得 了准确 的情报 ，但是 ，不 难看出 ，奕 山部署 的秘密 进攻， 已经失 

去了 奇袭的 功效。 英方对 此已有 准备。 

对于 5 月 21 日 深夜至 5 月 22 日的 战事， 中 英双方 文献的 

记载, 差别非 常之大 。 

英 方记载 ：  5 .月 21 日晚 ，在 广州商 馆一带 （包 括白 鹅潭）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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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泊有英 舰摩底 士底号 、卑拉 底斯号 、阿尔 吉林号 ，轮船 复仇神 

号 ，义 律的官 船路易 莎号以 及颠地 的商船 曙光号 （Aurora)。 大 

约 在夜间 11 时， 英方发 现约有 百余只 火船从 上游放 卞， 每二三 

只 用铁链 相连； 火 船之后 ，又有 载运清 军兵勇 的船只 ，准 备登舰 

与英 军厮杀 （由 此看来 ，与 林则徐 的建策 大体相 同）。 第 一批火 

船已 经点火 燃烧， 直逼 摩底士 底号; 而驻守 西炮台 （位于 商馆以 

西 ，大约 今日之 沙面） 的清军 ，亦 开炮轰 击英方 舰船。 但是 ，英军 

舰船避 开了这 些火船 ，并开 炮还* 西 炮台。 第二 批火船 的攻* 

亦未 得手， 反被冲 往河岸 ，船上 的发火 物引起 岸上的 大火。 随后 

踉进的 清军兵 勇见势 逃散。 英 舰船为 安全计 ，向 凤凰岗 一带水 

域 转移。 在 当晚的 交战中 ，清 方的火 攻完全 无效， 但西炮 台清军 

的火 炮曾击 中摩底 士底号 、路易 莎号、 曙光号 ，使 之受到 一些拫 

伤。 与此 同时， 清方还 在广州 以东的 猎德一 带水域 ，向英 舰鳄鱼 
号发动 火攻, 亦未能 奏效。 5 月 22 日 ，英舰 摩底士 底号、 卑拉底 

斯号 、阿 尔吉林 号和轮 船复仇 神号， 进攻西 炮台， 驱散了 该台的 

守军 ，彻 底破坏 了该台 的火炮 ，然后 撤回。 轮船复 仇神号 随后拖 

带英 舰所属 的小船 t 溯江 而上， 又打 哑了清 军保障 炮台， 缶毁清 

方为 再次火 攻准备 的战船 43 只 、火枝 32 只。 ® 

清方记 载：奕 山奏称 ， 5 月 21 日晚， 清军 分路同 时进攻 ，“弁 
勇伏 身水下 ，直扑 其船底 ，以 长钩钩 住船只 ，抛掷 火弹火 毬火箭 

喷筒” ，英舰 船被烧 得火焰 冲天， “逆夷 号呼之 声远闻 数里” 。当 

晚清军 的战绩 是：在 商馆一 带水域 ，烧 毁英“ 大兵船 二只、 大三板 

船四只 、小 艇杉 板数十 余只； 在 猎德一 带水域 ，烧毁 英“小 三板船 

数 只”。 此外 ，“ 逆夷被 击及溺 水死者 不计其 数”。 5 月 22 日 ，英 

军舰船 进攻西 炮台， 清军固 守，“ 未被攻 坏”； 英轮 船上溯 窥伺， 

清 军击沉 其三板 船一只 ，迫其 退回。 除未 经配兵 的零星 炮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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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数 只外， 其余俱 未受损 

比较 双方的 文献， 除交战 区域、 交战时 间及何 方主动 进攻相 

同外， 其 余格格 不入。 我们 今天似 没有必 要具体 分清当 时交战 

中的招 招式式 ，但 从英 军后来 的行动 来看， 奕山 所称烧 毁英军 

“大 兵船” 之事， 实属子 虚乌有 ，而西 炮台在 后来的 作战中 ，也没 
有发挥 作用。 就此 而论， 奕山至 少夸大 了战绩 ，隐 匿了西 炮台被 

破坏的 实情。 

奕 山关于 5 月 21 日至 22 日战况 的奏折 ，发于 5 月 23 日， 

以“六 百里加 急”的 速度， 向 道光帝 报捷。 他如 果知道 5 月 23 日 
之后的 战局急 转直下 ，在奏 折中大 概会留 有更多 的余地 ，不 会显 

得 那么信 心十足 、胜券 在握的 气概。 

远在京 师的道 光帝， 数月 以来日 夜盼 望来自 南方的 捷报。 

得此 佳音， 虽未满 足其全 歼来敌 、擒 获“夷 酋”的 心愿， 但 亦可稍 

舒积 郁在胸 的愤懑 ，朱批 “甚属 可嘉” c： 他除了 将奕山 、隆文 、杨 
芳 、祁 埙交部 优叙外 ，还 颁下白 玉翎管 、四 善扳指 、带钩 、黄 辫珊 

瑚豆荷 包等一 大堆御 赏物件 

尽管 义律于 5 月 17 日 下令英 军进攻 广州， 英军于 18  H 起 

便开始 行动, 但因兵 力集结 、风 向潮水 等情事 ，香港 一带的 英军， 
于 5 月 23 日方开 抵广州 附近。 

此时， 英 军的主 力为避 开省河 的清军 炮火和 浅滩， 由 河南水 

道 （见 前节 广州内 河作战 示意图 中第二 次攻击 路线） 驶入. 集结 

于广州 西南的 凤凰岗 一带， 共 有战舰 11 艘， 轮船 2 艘， 陆军 
2300 人， 以及 参加陆 战的海 军官兵 1000 余人 ^ 此外， 英 军在广 

州以东 的黄埔 ，有 战舰 4 艘。 由此形 成东西 对攻的 态势。 © 

就在英 军完全 抵达之 时 ，英舰 硫磺号 （ Sulphur) 及 一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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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再次深 入广州 西侧水 道侦察 T 进至 缯步， 击毁 清方的 各种船 

艇 28 只。 此次侦 察行动 ，确定 了英军 的作战 计划。 

5 月 24 日下午 2 时起， 英 军开始 进攻。 

在 凤凰岗 一带的 

英 舰宁罗 得号等 7 艘 

轻型战 舰及所 附属的 

小船， 分别炮 击海广 

州 城以西 的沙面 、西 

炮台、 商馆等 扼守之 

处 ，并 攻击广 州城南 

省河中 的海珠 炮台， 

由 西向东 攻击； 在黄 

埔的加 咯普号 

(Calliope) 等 4 艘轻 

型战 舰及所 属小船 ，越 过猎德 、二 沙尾， 由 东向西 攻击。 广州城 

南炮声 隆隆， 一直持 续到第 二天。 英军舰 炮在炮 战中占 据了绝 
对 优势。 

然而， 英海军 的进攻 ，只是 一种牵 制性的 佯动。 此次 英军的 

主 要作战 手段， 是“天 朝”大 吏们不 太放在 心上的 陆战。 
下午 3 点， 在英 海军舰 船基本 击垮广 州以西 的清军 抵抗能 

力后， 轮船 阿打兰 打号拖 带小船 启动， 载送 陆军右 翼纵队 360 人 

(由第 26 团 组成） ，于 5 时占领 商馆。 英军 的这一 行动* 在广州 
城 的西南 角构成 了军事 压力。 

然而 ，这还 是一种 佯动。 
下午 4 时， 轮船 复仇神 号拖带 30 余艘 小船， 载运陆 军左翼 

纵队， 驶入广 州西侧 水道， 进至 缯步， 与先 期到达 的英舰 硫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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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会合。 这支部 队由第 18 团 、第 49 团、 马德拉 斯土著 步兵第 

37 团 、海 军陆战 人员等 部组成 ，共约 2400 人 ，其 中包括 一支约 
有 400 人的野 战炮兵 部队， 携带各 类火炮 15 门。 

这 才是真 正的主 攻方向 。 

24  口晚 9 时起， 英 军开始 在缯步 登陆。 至 25 日晨， 全部登 

陆 完毕。 上午 9 时起 ，英左 翼纵队 向城北 高地攻 击前进 ，次 第扫 

除沿途 的障碍 P 当 日占领 广州城 北越秀 山上由 4 座炮台 组成的 

方炮台 

当时的 广州城 ，依 江背山 而筑。 城北 的一段 城墙蜿 蜓 于越 
秀 山上。 步入今 天的越 秀公园 ，能 依稀 辨出昔 日城墙 的遗迹 ，著 

名的 五层楼 (镇 海楼） 便是 紧靠着 城墙。 四 方炮台 位于越 秀山的 

制高点 ，英 军攻 占此地 ，已 逼近广 州城墙 ，可 俯视广 州城内 。可 

以说, 英军已 经将整 个广州 城置于 其野战 炮兵的 炮火之 下了。 

如 果我们 联系起 城南省 河上的 英海军 舰船， 那么 ，城 北越秀 

山上 的英陆 军团队 ，恰 好对广 州城形 成了背 腹夹击 的态势 。清 

军 此时已 丧失了 一切抵 抗能力 ，战 败已成 定局。 
就战 术评价 而言, 英军的 海军攻 击正面 、陆军 抄袭侧 后的战 

法， 仍是其 4 个多月 前的沙 角之战 的放大 ：而从 奕山的 布防来 

看， 他根本 没有想 到英军 会如此 作战； 他在 21 日下令 进攻时 ，更 

没 有料到 4 天后 的这一 结局。 
我们 不能过 多地责 怪广州 清军的 腐败。 尽管 许多部 队在交 

战 中一触 即溃， 但 从英方 的记录 来看, 也有 一些士 兵和军 官进行 
了 有效的 抵抗。 从 5 月 21 日至 25 日， 英 方宣称 其死亡 9 人 ，受 

伤 68 人。 ® 相对 战役的 规模， 这一伤 亡致目 可 谓微不 足道， 但毕 

竟 创造了  1840 年 7 月 中英开 战以来 的最高 纪录。 这个 纪录一 
直到 1842 年 7 月 的 镇江之 战才被 打破。 

285 



我 们也不 能过多 地责怪 奕山统 兵无方 、指挥 无策。 尽管他 

下令 反攻十 分仓卒 ，但即 使清方 不进攻 ，英 方也早 已决定 进攻广 

州 ，至于 其抄袭 广州城 北的战 法， 更是在 1841 年 3 月 便已作 

出， ® 当时 奕山尚 未到达 广州。 从 另一方 面来看 ，除 奕山外 ，广 
州的其 他大员 ，如 杨芳 、怡良 等人亦 无高策 ，奕山 的统兵 、指 挥诸 

水准， 并不在 于清王 朝中的 其他人 之下。 

由 此可见 ，问题 仍是清 军没有 取胜的 能力。 离开了 这么一 
个 大背景 ，就难 以得出 真实的 结论。 

在这种 态势下 ，奕山 只能求 和了。 5 月 26 日 上午， 广州城 
a 

升起 了白旗 ，清方 派出使 者前往 城北越 秀山英 军司令 部求和 ，得 

到的 答复是 ，英军 司令官 只同清 军司令 官谈判 ，也 就是点 奕山登 

场。 这是 奕山死 活也不 肯的。 5 月 27 日早晨 ，英 军利用 前一夭 

的休战 ，调运 了火炮 和弹药 ，准 备从城 北进攻 广州时 ，陆 军总司 

令郭 富和海 军代理 指挥官 辛好士 ，⑩ 收到了 义律的 公文， 称他已 

同清 方达成 了停战 协议。 

广州 之战结 束了。 奕 山的“ 靖逆” 使命也 自我终 止了。 

5 月 24 日英军 重新占 领商馆 ，义 律又 回到这 3 天前 离开的 

老 地方。 时 隔三日 ，义律 感到自 己已经 成为广 州的主 人。 

5 月 26 日傍晚 ，很可 能奕山 在城; Jt； 求和 受挫后 ，改 派广州 

知府余 保纯前 往商馆 ，与 义律 谈判。 义律开 出了停 战条件 

一 

、

 

奕

山

 

、隆文 、杨 芳在 6 天内率 兵出城 ，至广 州以外 200 里 

驻扎。 

二 

、

 

赔

偿

 
“使费 ”600 万元 ，限 7 天 交清。 

三 

、

 

赔

偿

 

商馆被 劫焚和 先前林 则徐误 烧西班 牙船的 损失。 ® 

四 

、

 

清

 
方如期 付款后 ，英 军

可
退
 出虎门 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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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上须 由奕山 、隆文 、杨芳 、阿 精阿 、祁烦 、怡 良联 衔公文 

授权广 州知府 办理， 方为 有效。 

第二天 一大早 ，余保 纯带来 了奕山 等人的 公文： 

“钦 命靖逆 将军奕 、参 赞大臣 隆、#  t 大臣杨 、镇 粵将军 
阿、 两广总 督祁 、广东 巡抚怡 札广州 府 知悉， 现在英 国公使 

情愿罢 兵议和 ，所 有一 切安善 章程， 该 府妥为 办理， 毋得推 

诿 ，你 
奕 山的这 份文件 ，完全 合乎- 义律的 要求。 奕山一 义律的 _ 战协 
定即 由此而 成立。 但是， 若从文 字来看 ，这 份文件 将来会 对余保 

纯很 不利, 对此， 我放在 下一节 中讨论 P 
缴 纳款项 的事宜 ，进行 得非常 之快。 5 月 27 日 的当天 ，便 

支付了  100 万元。 至 31 日 ，全 部付清 ，整整 提前了 两天。 可见 

奕山等 人退敌 心切。 

撤军 事宜似 乎要晚 一些。 据英 方记载 ，撤军 开始于 5 月 31 
曰 ，但从 中文文 献来看 ，似从 6 月 1 日开始 ，而 且也没 有退出 

200 里外， 仅至 城北约 60 里的金 山寺。 

因此 ，从 6 月 1 日起 ，英 陆军从 广州城 北越秀 山四方 炮台一 

带 撤退。 一周内 ，英 海陆 军全部 退出广 州地区 ，交 还了虎 门横档 
以上的 各炮台 ，集 结于 香港。 和平恢 复了。 

剩下的 问题， 就是 如何向 道光帝 交帐。 

与杨 芳相比 ，奕山 的违旨 又不知 严重多 少倍。 杨芳 仅同意 

通商 ，奕 山竟交 出高达 600 万元“ 使费' 实为赎 城费。 堂 堂“天 

朝”之 “靖逆 将军'  如此“ 靖逆'  圣 怒下来 将压为 齑粉！ 
奕山 对此的 方法， 与杨 芳同， 捏谎； 但其 胆量和 水准超 

过 杨芳。 

5 月 26 日 ，即广 州城已 被围困 ，清军 已升起 白旗时 ，奕 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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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道 奏折， 历数 清军在 5 月 23 日至 25 日 的频频 胜仗， 宣称击 

沉英 军轮船 1 艘， 焚毁 英“三 桅兵船 ”1 艘。 道光 帝阅此 极为兴 

奋 ，连 批“甚 好”、 “好极 '“可 喜”等 字样。 而在这 份报捷 奏折的 

最后 f 奕山又 留了一 条阴暗 的尾巴 ，叱 骂汉 奸助虐 ，预留 地步。 ® 
6 月 4 日 ，即 停战协 定达成 9 天 、英军 退离广 州之后 ，奕山 

等 人又上 一折， 称 英舰全 数驶入 攻城， 而“汉 奸凫水 登岸， 自陆路 

抄 赴我兵 之后” ，致 使英军 占据城 北炮台 ，“ 城内居 民纷纷 递禀， 

吁 恳保全 阖省民 命”。 写到 这里， 奕山编 造了一 个美丽 动人的 

故事： 

“据守 垛兵丁 探报， 城外夷 人向城 内招手 ，似 有所言 ，当 
即差 参将熊 瑞开埤 看视， 见有夷 目数人 以手指 天指心 。熊 

瑞不解 ，即 唤通事 （翻 译） 询之。 据云， 要襄请 大得军 ，有苦 

情 上诉。 总兵段 永福喝 以我天 朝大将 军岂肯 见尔， 奉命而 

来 ，惟知 有战。 诙夷 目即免 冠作礼 ，屏 其左右 ，尽将 兵仗投 

地^ 向城 作礼。 段永 福向奴 才等稟 请询问 ，即 差通事 下城， 

问以抗 拒中华 ，屡 肆猖獗 ，有何 冤抑。 据称 ，嘍 夷不准 贸易， 

货物不 能流通 ，资 本折粍 _ 负欠 无偿。 因新 城之外 （广 州新 

城 ，此指 省河） ，两 边炮 火轰击 ，不 能传话 ，是 以来此 求大将 

军转 恳大皇 帝开恩 ，追 完商欠 ，俯准 通商， 立即退 出虎门 ，交 

还 各炮台 ，不 敢滋事 等语。 旋据 众洋商 （行 商） 禀称， 该夷央 

该 商等转 《， 只求照 前通商 t 并将 历年商 欠清还 ，伊 即将兵 

船全 数撤出 虎门以 外等情 。” 

如此丰 富的想 像力， 真正 ik 煞 戏剧家 、小 说家。 且 不论“ 以手指 

天指心 兵仗 投地” 等动作 描写， 可直 接搬上 舞台， 仅是 捏称英 

军从西 侧抄袭 城北越 秀山， 只 是因为 省河一 带“两 边炮火 轰击. 

不能 传话” ，也足 以堪称 想像之 绝唱。 在这里 ，奕 山完全 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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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舞台 上的正 反角色 ，将& 己扮演 的乞和 --角 、转 套丁- 英方身 

上。 而 借段永 福之口 说出的 一段自 我表白 的话， 大将军 “奉命 而 

来 ，惟知 有战” ，一何 壮哉！ 
于是 ，奕 山又称 ，考 虑到虎 门藩蓠 已失， 内洋无 所凭依 ，不若 

俯 其所请 ，先 让 英军 返 出虎门 口外， 再加 强从虎 门到广 州的防 

守， 以使 将来办 理有所 措手。 

在 这份奏 折中， 奕山还 公开挑 明了准 许通商 一事， 杨 芳先前 
为隐匿 真相而 设置的 种种遮 挡手法 ，此次 已全然 不用。 至于 

600 万元 赎城费 ，奕山 换了个 说法， 改称“ 商欠” ，广 东当 局只是 

为行 商们暂 行垫付 了其中 一部分 款项。 ® 
6 月 IS 日 ，道光 帝收到 了这份 奏折。 他虽然 没有识 破奕山 

的谎言 ，但 毕竟从 先前的 “大兵 兜剿' “捡获 夷酋” 的梦幻 中清酲 

过来。 我在 前面已 经提到 ，英方 的“桀 骜不驯 ”使之 由主“ 抚”转 

向主“ 剿”： 一直到 了杨芳 奏称只 要准许 通商， 便可 _ 到和平 
时， ® 仍不依 不饶； 此次， 他似乎 打算就 此罢手 ，在上 谕中称 ：“该 

夷性等 犬羊， 不值与 之计较 ，况 既经 惩创， 已示 兵威'  现又 “免冠 

作礼， 吁求 转奏乞 恩”， “朕谅 汝等不 得已之 苦衷％ 他批 准了通 
商 、垫付 商欠两 件事。 ® 

奕山的 欺骗成 功了！ 

在道 光帝的 内心中 ，以准 许通商 而结束 战争, 原是他 处理中 

英 争端的 底价； 虽 奕山又 垫付了 商欠银 2SO 万 两之巨 ，但 此数将 

来由行 商分年 归还， 不用他 出钱， 且比琦 善原允 赔偿被 焚鸦片 

600 万元 （当 然也 由行商 支付） 并不 为多。 尽 管对肆 虐的“ 逆夷” 

未能重 创严惩 ，就 “天朝 ”的颜 面而言 ，也颇 有一些 “苟安 ”的意 

味 ，但道 光帝在 先前杨 芳奏折 中“不 讨别情 ，惟 求照 常贸易 ”一语 

的 影响下 ，在 此奕山 奏折中 “不敢 滋事” 一语的 蒙混下 ，将 一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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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误 为全国 的和平 ，以 为事 情将要 解决， 便意欲 罢手， 不再追 

求“尽 歼丑类 ”的那 一份威 风和惬 意了。 

6 月 30 日 ，奕山 收到了 道光帝 的这一 谕旨。 7 月 14 日 ，再 
次出奏 ，声 称向英 商宣布 了准许 通商的 圣恩后 夷目等 额庆欢 

忭 ，免冠 感伏， 声言永 不敢在 广东滋 事”。 同时， 因外省 （主 要是 
湖南） 溃兵 扰民， 兵 、勇械 斗猛于 战争， 广州 城厢内 外不得 安宁， 

奕山 又奏称 “粤省 夷务大 定”， 要求撤 退外省 援军， 以能 节省粮 

奕山 这 个谎说 得太狡 猾了。 

本来 奕山与 义律达 成的停 战协议 f 范围 仅局限 于广东 ，义律 

在停战 之后的 6 月 5 日 ，照会 两广总 督祁烦 ，谓： 

“两 国交争 诸事， 既未 善定， 仍须向 皇上讨 要申冤 ，秉公 

定寧。 且未秉 公善定 以先， 仍须强 自冤屈 ，与朝 廷交攻 。而 

在粵省 ，即 为约议 戢兵， 如非 钦差将 军等自 行失信 * 则斯省 

定无扰 害之情 …… ”® 
而义律 收到祁 埙关于 道光帝 批准英 国恢复 通商的 照会后 ，于 7 

月 15 日 的复照 中再次 声明： 

“ …… 所有 议定戢 兵之事 ，止 关粤东 一省。 至于 他省， 

仍 旧交战 不息。 迨至 安待皇 帝允准 ，将 两国衅 端尽解 . ， 
由此 可见， 奕山与 杨芳不 同* 完 全知道 英军将 会北上 进攻， 可这 

么 重要的 情报却 纹丝不 向朝廷 透露。 “ 粤省夷 务大定 ”一语 ，从 

字面 上细看 确也有 广东一 省的限 制词， 但在道 光帝心 目中， 根本 

就 不存在 诸如“ 闽省夷 务未定 '“浙 省夷务 未定” 之类的 间题。 

就 如通商 仅限广 州一口 一样， 在 “天朝 ”的概 念中， “ 夷务” 也仅限 

广东 一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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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光帝收 到奕山 上述奏 折后， 果 未细究 ，以 为战争 巳经结 

束 ,7 月 28 曰 ，下令 各省撤 退调防 兵勇。 @这 位生性 苛俭的 皇帝， 

平生最 不爰听 用银子 的事， 而盛京 、直隶 、山 东、 U： 苏 、浙江 、福建 

沿 海数万 兵勇， 一天 得花多 少钱！ 

奕山 与他的 前任相 比 ，无 疑要幸 运得多 ，林则 徐是大 体诚实 

的， 此时被 罪而遣 戍伊犁 （后改 河工效 力〉； 琦善也 是大体 诫实 

的， 此时被 罪在京 城受审 （后 判斩监 候）。 广 州的三 位钦派 大员， 

以当 时的是 非标准 来看， 奕山 的罪孽 最重， 但却获 得交部 优叙、 

白玉 翎管等 赏赉。 不仅 仅如此 ，就是 此次广 州之数 ，奕山 还保举 

了 “出力 ”文武 员弁兵 勇共计 554 人优叙 、升官 、补缺 、换顶 戴!® 
战败后 的广州 ，并 没有像 通常那 样死气 沉沉， 而是 上上下 下都喜 

气洋洋 地互贺 升迁。 这些 得利的 554 名有 关人员 （几乎 囊括当 

时 在广州 的全部 官员） ，又 如何能 不结成 死党， 竭 力维护 奕山的 

谎 言呢？ 

谎 言使是 非颠倒 ，赏罚 颠倒。 就此功 利的角 度来看 ，清 王朝 
a 

若不 变成一 个谎言 世界， 哪 才真是 咄咄怪 事呢。 a 

w 

其实 ，就当 时的惰 况来看 ，奕山 的谎言 并非夭 衣无缝 ，不难 

拆穿。 

广 州战败 的消息 ，是时 以多种 方式传 至各地 官员。 闽浙总 

督 颜伯焘 据广东 按察使 王庭兰 致福建 布政使 曾望颠 的信函 ，出 

奏弹劾 奕山谎 报广州 战况。 © 道光 帝此时 并没有 像上次 锁拿琦 

善那 样冲动 ，而 是表现 出异常 的冷静 ，仅命 由广西 巡抚调 任江苏 

巡 抚的梁 章钜， 私下调 查密奏 。©官 场老手 梁章钜 不愿开 罪广东 

各 大员， 上奏 时含混 其辞, 但 却将其 派往广 州的密 探收集 的惰报 

附奏上 呈。® 就这 些惰报 的内容 来看， 虽不能 完全反 映真实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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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难看 出广州 战败的 事实。 可是， 道光帝 没有继 续究诘 下去， 

仅在 梁折上 朱批“ 各报单 留览” ，便不 了了之 U 他 似乎已 经倾意 

于奕 山谎报 的“和 平”， 不愿意 继续打 下去， 0 独自 吞下了 这枚涩 
果。 

对奕山 的谎言 说来， 另 一幸运 之事便 是英军 推迟了 北上进 I 

攻。 

英军自 广州 撤回香 港后， 痢 疾和疟 疾在军 中流行 ，病 员超过 

1100 人 ，海军 指挥官 辛好士 病死。 如 马德拉 斯土著 步兵第 37 
■ 

团， 600 名 士兵中 ，仅 约百人 可以继 续参战 ， 18 名军 官中， 病死 2 

人， 生病 15 人 ，只有 1 人能 值勤。 这场瘟 疫使英 军几乎 丧失了 

战斗力 ，北攻 厦门的 计划只 能推迟 。⑫ 

当英军 从病疫 中缓过 劲来时 ，正 值南 中国海 的台风 季节。 < 

1841 年 7 月 21 日和 26 日 ，凶猛 的台风 两次袭 击香港 ，共有 6 

艘船 沉没、 5 艘 船被毁 或吹至 岸上， 22 艘遭 到程度 不同的 损伤。 

其中 ，义律 座船路 易莎号 沉没， 英 舰硫磺 号折损 桅杆， 英 军雇佣 

的运输 船亦有 被毁或 受损。 ◎两次 台风再 次推迟 了英军 北上的 

行动。 

而 台风过 后不久 ，义 律又收 到国内 的训令 ，知 道自己 将被免 

职 ，新任 全权代 表璞鼎 査正在 途中。 义律的 使命结 束了， 他精心 

策划的 北攻计 划只能 留待新 使来执 行了。 

若不 是这些 阴差阳 错天灾 人祸， 英军舰 队将于 6 月 出现于 

厦门 海面, 至此， 奕 山的谎 言也用 不着颜 伯焘来 举报， 将 被英舰 

的大 炮直接 戳破。 然而 ，时隔 2 个多月 ，英 国又派 新使， 使得奕 

山滑 过了最 最难过 的关键 时刻。 

这里， 还应 提一件 有趣的 事件。 
1841 年 7 月 20 日 I 由印 度返回 不久， 继懿律 面荣任 全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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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 海军坷 令伯麦 ，©在 澳门与 义律、 一同登 上了路 易莎号 ，准备 
前往香 港与英 军会合 ，途遇 台风， 路易莎 号沉没 t 义律、 伯麦等 

20 人爬 上一个 小岛。 岛上 的居民 夺走了 他们的 衣物， 义 律提出 
付款 1000 元 请他们 用小船 送之回 澳门。 双方的 讨价还 价持续 

了很久 ，从 1000 元开至 3400 元。 7 月 23 日 ，义 律等人 终于返 

回澳门 看来这 些村民 并不知 道“番 鬼”们 的真实 身份， 也不知 

道 他们的 身价。 在广州 ，奕 山开出 的赏格 为：® 

义律  10 万元 奏赏四 品翎顶 

伯麦 5 万元 奏赏五 品翎顶 

两桅船 (路 易莎 4)  2 万元 

白 “夷” 每名 200 元  I 
黑 “夷” 每名 50 元 

这些 村民若 将落水 “夷酋 ”等共 20 名送至 广州， 赏 金总额 将超过 

17.3 万元， 可他们 只拿到 了一点 零头。 
若 是村民 真的将 义律等 人执送 广州， 真难想 像奕山 又敢吹 

多大的 牛呢？ 

三 三元 里抗英 的史实 与传说 

随着 近十年 广州城 市的飞 速发展 ，今日 的三 元里， 已 经成为 

市区。 可是 ，在 150 多年前 鸦片战 争时， 三 元里只 是广州 城北约 

2 公里的 寂静的 小村庄 。 它 今天之 所以有 这么大 的名气 ，是因 

为 1841 年 5 月 29 妇至 31 日， 即英军 占领城 北越秀 山时期 ，爆 

发 了一场 以三元 里为中 心的民 众抗英 事件。 
150 多 年来， 三 元里民 众抗英 事件的 史实， 已 经经历 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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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 放大。 且不 论别的 ，就 是知名 度甚高 、时 常被人 提起的 

“平 英团” ，即 非当时 的真实 ，而是 后人的 称谓。 作 为今天 的研究 

者， 有必要 对此进 行一番 清厘， 区别 其中的 史实与 传说， 方可得 
出实在 、牢靠 、中肯 的结论 来。， 

S 

据各 种中文 文献， 三元里 等地民 众奋起 抗英， 直接 原因有 

三：一 、英 军“ 开棺暴 骨”， 二 、英 军劫掠 财物， 三 、英 军强奸 、调戏 

妇女。 ®  - 

对 照英方 文献， 其第一 项“开 棺暴骨 ”的指 控当为 事实。 

1841 年 5 月 29 日， 奕山 与义律 达成停 战协定 以后， 一部 分英军 
官兵进 入了城 北的双 山寺。 在该寺 庙中， 存放着 许多外 籍人权 

厝 W 棺榇 ，准 备将来 护送归 葬故土 ，以 偿亡人 叶落归 根之愿 。英 

军打 开了一 些棺盖 ，观 看里而 的尸体 。场尽 管英方 文献将 此举的 
动 机归结 于好奇 ，但据 中国的 传统和 宗教， 此类将 会降祸 于死者 

子 孙的不 敬行为 ，只 有禽兽 才干得 出来。 当 时还流 传着“ 开棺戳 

尸”、 “发掘 坟墓” 等说法 ，很 可能由 此而引 _ 而传池 ，并有 着极大 
的鼓动 效果。 

英方 文献中 虽没有 正面提 及“劫 掠”， 但其中 的许多 痕迹又 
可 使我们 大致推 测出其 场而。 1841 年 5 月 24 日. ，英军 开始进 

攻广州 ，陆军 司令郭 富下令 ，“各 部须携 带两天 的干粮 @ 。”由 此 
推算 ，英 军将于 5 月 26 日 粮尽。 对 此给养 的补充 ，英方 文献中 

不 乏“征 发”的 记载， 并称 他们“ 满载各 种家畜 而归” ®。 这 种“征 

发” 很难掘 脱“劫 掠”的 干系。 

最 后一项 ，即 对妇女 的犯罪 ，较 难考证 清楚。 这一 方而是 

英方当 时的记 载中全 无此类 情节， 另一方 面是中 方文献 极其含 

混 ，只谓 “轮奸 老妇” 云云。 @案 此类事 件有损 当时人 的名誉 ，不 
294 



宜 张扬， 中 方文献 作者隐 去具体 的时间 、地点 、姓名 、情节 ，也属 

情理 之中。 但 毕竟给 人模糊 不清的 感觉。 

事隔近 8 年之后 ，时任 英国驻 华公使 兼对华 商务总 监督的 

德庇时 ，在 1848 年 2 月给巴 麦尊的 报告中 ，承认 了印度 士兵曾 

强奸过 三元里 附近的 妇女。 @ 再隔 100 多年 之后， 广东文 史馆于 

1951 年至 1963 年重新 调查， 发掘出 新 的说法 ，谓 1841 年 5 月 

28 曰或 29 日， 英军 10 余人 在三元 黾东 华里， “恣 意调戏 ”村民 

韦绍光 之妻李 喜。@ 

由 此看来 ，英军 在战领 广州城 北髙地 期间确 有对妇 女犯罪 

的 事实， 尽管 "调戏 ” 李喜一 事在 情节上 还有使 人生疑 之处。 ® 
以上 事实， 使当时 和现在 的人们 得出了 相同的 结论: 英军的 

暴 行激起 了三元 里等地 民众的 反抗。 关于这 个结论 的意义 ，后 

面还将 分析。 

翻检中 文历史 文献, 对整 个事件 的描绘 ，眉目 不清， 且各有 

说法 ，很 难理出 一个头 绪来。 其中 比较典 型的说 法有： 

一
 

、

 

广

东

 

按

察

使

 
王

庭

兰

 
在

战

后

 

不

久

写

 

给

福

建

 
布

政

使

 

曾

望

颜

 

的 信中称 
:1841 

年 5 月 30 日， 英军从 
城北越 

秀山一 
带撤军 

，取 
道 泥城回 

英舰， 
三 元里等 

处一百 
零三乡 

民众数 
千人， 

中途设 
伏， 

歼敌 百余名 
，斩兵 

目二人 
，围困 

英军。 
义律 请广州 

知府余 
保纯弹 

ffio 
余保纯 

私自出 

城解和 

，民 
众逐渐 

离散。 
@ 类似 

此种说 

法的还 有 《中 西纪事 
>、< 道光洋 

艘征抚 
记> 等， 但战 果却有 

扩大， 
称斩英 

军将领 
伯麦、 

霞毕， 
歼英军 

200 人至 300 人 不等。 

二 

、

 

靖

逆

 

将军奕 山对此 曾上过 三道奏 折, 说法完 全不同 。第 

一 次奏称 
(6 月 13 日 ） ： 他曾命 

城西北 
、东 北各乡 

团勇 
首领， 

分路 
捜捕 

，结果 
“杀死 

汉奸及 
黑白夷 

匪二百 
余名， 

内夷目 
二名” 

，并称 295 



南岸义 勇斩英 军头目 一名， 可能是 伯麦。 第二 次奏称 （6 月 22  < 

日 ）：5 月 30  H， 英军 在城北 唐夏乡 （三 元里 西北） 焚掠， 义勇与 

之相战 ，斩 英军先 锋霞毕 及兵弁 10 余人。 第三 次奏称 （8 月 6 

日 ） ：5 月 28 日， 大雨 冲没在 城北抢 掠的汉 奸和英 军官兵 100 余 

人; 三元里 等村义 勇砍毙 英军先 锋霞毕 及兵年 10 余人 （该 奏未 

称具 体时间 ，联系 前奏， 当为 5 月 30 日 ）。® 奕山的 奏折， 将三元 

里 抗英事 件说成 是团练 、义勇 所为， 而战果 也缩至 10 余人。 

三 

、
 
当
时
 担任水 勇头目 的 林福祥 ，于 1843 年 写道： 1841 年 5 

月 30 日 ，英 军经由 三元里 往牛栏 冈方向 抢劫， 由 于林福 祥事先 

与 各乡约 定联防 ，三 元里等 80 余乡' 数万民 众将英 军包围 ，歼敌 200 余人 ，后 由余保 纯解围 ，英军 方得出 围回归 林福 祥将作 
战目 的说成 是反抗 劫掠， 同意这 种反劫 掠说的 ，还有 <广 东军务 
记>等 资料。 

四 

、

 

时

 

在两广 总督祁 项幕府 的梁廷 枬于道 光末年 出版的  <夷  • 

氛闻记 >  中 称：由 于 英军的 暴行， 当地举 人何玉 成柬传 各地, 三元 

里等 90 余乡聚 众数万 人“率 先齐出 拒堵'  英军 出战， 民众佯 
退 ，诱 至牛栏 冈围歼 ， 斩伯麦 、毕 霞。 英军被 围困而 不得出 ，义律 

派人 求救于 佘保纯 ，余 保纯奉 祁埙命 而进行 劝解， 民 众始退 

去。 ®  ^ 

五 

、

 

刊

于

 

1872 年的 < 南海 县志〉 称： 1841 年 5 月 28 日和 29 

日， 英军分 扰三元 里等处 ，民众 愤甚， “歼而 瘗之。 ”5 月 30 日 ，英 
军大至 ，前来 报复， 民 众十余 万与之 相战， 斩其 头领， 歼 敌数百 

人。 5 月 31 日， 民众继 续战斗 ，余保 纯前往 劝谕， 民众 离散。 ® 

此外 ，还有 一些零 星记载 ，或内 容不够 系统， 或资料 的形成 

时 间太晚 ，不再 详录。 

从以上 五种文 献对照 来看， 有关 此次抗 英事件 的时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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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原因 、经过 、战 果均有 区別， 这是因 为：一 、文献 的作者 除林福 

祥外 ，均 未亲历 ，王 fe 兰 、奕山 、梁廷 枬均在 英军被 围困的 广州， 

而 《南 海县志 > 的作 者又据 30 年后的 采访； 二 、此 次抗英 斗争的 

组织 者们没 有留下 有关的 文献。 因此， 仅凭这 些记载 ，我 们无法 

判 断孰是 孰非， 区别 其中的 史实与 传说。 

让我 们对照 一下 英方的 记载。 

英方 的记载 可谓是 众口一 词，® 又以 其陆军 司令郭 富的报 
告最为 典型。 

1841 年 6 月 3 日 ，郭富 从广州 撤往香 港的途 中写下 了给印 

度总督 的报告 ，称：5 月 30 日中午 12 点左右 ，他 在城北 越秀山 

四方炮 台发现 ，许多 非正规 部队在 其阵地 之后三 、四 英里 处的山 

脚下 (似为 白云山 一带) 集结 列阵。 他 遂率军 进攻。 对方 且战旦 
退 ，随即 又聚合 反攻。 由 于大雨 ，英 军的燧 发枪无 法射击 ，对方 

与之 肉搏。 郭富下 令撤退 ，对方 因作战 不利亦 后退。 回 到四方 

炮 台后， 他 又发现 有一个 连的马 德拉斯 土著步 兵未归 _， 即 派海军 
两个连 携带木 怕雨淋 的雷击 枪前往 救援。 救援英 军发现 该连被 

数干民 众包围 ，开 枪驱 散民众 ，救回 该连。 5 月 31 日清晨 ，郭富 

派人 通知余 保纯， 若不停 止此类 行动， 将中 止先前 达成的 停战协 

定。 至当日 中午， 民众 聚集了  1.2 万至 1.5 万人， 包围 英方阵 

地。 余保 纯前往 劝解， 民众 撤离。 ® 

若将 中英文 献参照 互核, 还是有 相同之 处的， 其中又 以梁廷 

枬的 说法与 英方记 载最为 接近。 由此， 我们似 可以认 定：一 、三 

元 里等处 民众于 5 月 30 日首 先集结 ，准备 一战； 二 、三元 里等处 
民众且 战且退 ，诱 敌深人 ，有 既定的 战术； 三 、英军 在与民 众的交 

战中 遭受了 损失； 四、 5 月 31 日 获胜的 民众包 围四方 炮台； 五、 

由于余 保纯的 劝解， 民众 方退。 从此 五点中 ，我们 可以大 体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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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 里民众 抗英事 件的基 本史实 。 

这里 ，还 须说清 两点： 

其一， 按照 英方的 记载， 是民众 方面的 率先集 结引起 英军的 

进攻; 而中方 文献多 称是英 军的“ 撤退” 、“ 抢劫” 、“报 复”而 开战， 
未称民 众方面 的率先 行动。 这 是为什 么呢？ 

我以为 ，这 一疑 点不难 解释。 
1841 年 5 月 28 日， 即奕山 与义律 达成停 战协定 的次曰 ，奕 

山 发布告 系 ： 

“现 在兵息 '民安 ，恐 官兵 、乡勇 、水 勇等未 能周知 ^ 合再 
明 白 晓谕： . 尔等 各在营 卡安静 住守， 勿得妄 生事端 ，捉 

拿 汉奸。 如遇 各囯夷 商上岸 …… 亦不 得妄行 拘拿。 倘敢故 

违军令 ，妄 拿遨功 …… 查出即 按军法 治罪” 

根 据这一 告示， 任何 有组织 的主动 的军事 行动， 非但 无功， 而互 
有罪。 三元里 抗英斗 争有许 多乡勇 和水勇 参战， 组织者 自然不 

敢明 言系其 主动。 就 是叙事 最详的 （夷 氛闻记 > ，对此 也 是含混 

其词“ 率先齐 出拒堵 '用 “拒堵 ”一 词来表 明没有 主动进 攻的意 

图。 
其二 ，关于 此战的 战果。 这里面 又包括 两项， 首先是 斩获英 

军 的军官 ，其次 是歼灭 敌军的 数目。 @ 

有关 三元里 抗英斗 争的中 方文献 ，大多 宣称斩 伯麦、 饅毕等 

英军 主将。 此非 事实。 

査 英国远 征军海 军司令 伯麦， 于 1841 年 3 月 31 日 去印度 

请兵， 6 月 17 日返回 ，此时 他不在 广州， 自然不 会有被 击毙之 

事。 中方文 献最早 提到斩 伯麦， 为奕山 6 月 13 日之 奏折。 该奏 

折称 ，系附 城左近 的南岸 （似在 城西） 由义勇 所为， 非为三 元里交 

战 之时； 又称义 勇们将 伯麦首 级藏于 密室， “夷人 愿出洋 银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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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求 其尸' 很有一 点待价 而沽的 味道。 据奕山 战前开 出的赏 

格 ，伯表 的身价 为洋银 5 万元另 奏赏五 品翎顶 ，这 么高的 赏格就 

使人 怀疑此 系冒领 之事。 实际上 ，奕山 等人完 全明白 ，被 斩者绝 

非 伯麦， 但 为了掩 饰其败 迹， 取 悦于道 光帝， 故意 在此事 上反复 

做文章 ，以 至后来 传讹。 ® 

霞毕， 在奕山 奏折上 的头衔 是“先 锋”， 又在奕 山赏格 上的身 
价 与伯麦 相等。 他很 可能是 指英前 锋舰队 指挥官 、加略 普号舰 

佚 荷伯特 （Thomas  Herbert)。 自英军 攻破虎 门之后 ，轻 型舰船 

驶入 内河， 组成前 锋舰队 ，归其 指挥。 此职与 奕山所 称的“ 先锋” 

相似; 而粤 语中“ 霞毕" 的发音 ，也与 Herbert 相近。 当地 民众根 
本不认 识霞毕 ，却报 称刀斩 霞毕， 也有冒 领赏金 之嫌。 至 于荷伯 

特 本人， 当 时在省 河的英 舰上， 未参加 三元里 之战， 当无 被击毙 

之事。 战 后又“ 功”封 爵士。 
三元里 抗英之 战中确 有英军 军官之 死亡， 其为 英陆军 少校、 

军 需副监 Beecher^ 据 郭富的 报告， 他因中 暑兼疲 劳过度 而倒在 

郭 富的身 边死去 ^  Beecher  一 般译为 比彻， 齐思 和先生 译为毕 

秋 ，与霞 毕毫无 关系。 但是 ，梁 珪枬的 < 夷氛闻 记> 将霞毕 写作毕 

霞 (不知 何故， 恐手民 误植） ，姚 薇元先 生又将 Beecher  # 毕霞， 

此 后各论 著多从 姚说。 

根据 郭富的 报告， 5 月 30  3 的 三元里 之战， 英 军共有 5 人 

死亡， 23 人受伤 & 又据麦 华生的 回忆录 ，在 该战中 ，第 26 团有 3 

名死亡 ， 11 人受伤 ，第 37 团有 3 名死亡 ， 31 人受伤 ，此数 再加上 

毕秋 (Beecher) ，共计 7 人 死亡， 42 人 受伤。 宾 汉的回 忆录称 ，第 

37 团 ̂ T1 人 死亡， 15 人 受伤。 （中 国丛报 >1841 年 7 月 号上的 

一 篇文章 的说法 ，与宾 汉相同 看来， 数字的 分歧主 要在第 37 

团的 伤亡。 但是 ，若不 计较这 些分歧 ，我 们可 以认定 ，英 军的死 299 



亡为 5 至 7 人， 受伤为 23 人至 42 人。 相 对干我 在前面 已经介 

绍 过的定 海之战 、虎 门之战 ，以及 我在后 面将要 介绍的 诸次战 

斗， 英军在 此战中 的伤亡 是相当 大的。 

但是 ，中方 文献却 有歼敌 10 余人、 100 余人、 200 余人、 300 

余 人乃至 748 人诸种 说法， 其 中又以 200 余 人占为 多数， 且为时 

下 的许多 论著所 引用。 可是 ，这些 说法全 无可靠 依据。 ® 

而在当 时颇有 消息来 源的梁 廷枬， 可 能对上 述这些 数字都 

有 怀疑， 干脆在 其著作 (夷氛 闻记》 中， 不写具 体歼敌 人数。 

从以上 我们对 三元里 抗英斗 争的史 实的探 讨中， 已 经可以 

着清， 在许多 时下盛 行的宣 传中， 传说 的成分 究竟有 多大。 

即 便按照 英军的 记录， 毙伤敌 28 人至 49 人, 仍是不 小的战 

果， 一支毫 无训练 的民军 ，已 经取得 了鸦片 战争诸 次战斗 歼敌人 

数 名列第 4 位的 战绩。 ® 以手执 冷兵器 的民众 ，与 近代化 的敌军 

相抗 ， 不但 没有像 清军那 般逃跑 ，反 予敌以 杀伤， 并乘势 包围了 

敌 军营地 —— 越 秀山四 方炮台 ，已经 是非常 足以称 道的了 。若 

对 此提出 更高的 要求， 则是无 视时代 局限。 

即便按 照中方 文献的 记录， 歼敌 10 余名至 74S 名， 也算不 

上是一 项大的 胜利。 因为战 争的轨 迹并未 因此而 改向， 英军此 
后 仍肆虐 于中华 大地， 清王 朝最终 仍妇于 失乘。 

因此， 从军事 学术的 角度来 观察， 三 元里抗 英之战 虽有意 

义, 但其作 用十分 有限， 其战 果大小 的分歧 并无决 定性的 意义。 

然而, 在当 时和后 来的人 们最为 津津乐 道的， 不是战 斗的结 
■ 

果, 而是战 斗的可 能发展 趋势。 这些 论者们 宣称, 若不是 余保纯 

的劝解 ，拥有 获胜能 力的民 众就有 可能消 灭广州 城北的 英军。 

这 在当时 的文献 中有着 明确的 表露。 例如 ，三元 里抗英 之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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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不久 的长红 ，@长 :红不 久后的 〈尽忠 报国全 粤义民 谕英夷 

檄 >，你 以 及战后 士子何 大庚于 1842 年 11 月的  < 全粤义 士义民 

公檄 >© 等。 这三 篇文献 为当时 流传甚 广的民 众方面 的宣言 ，多 

为后人 援引。 然而， 就 此排比 下来， 我们会 发现这 些宣言 的调门 

是越来 越高。 第一篇 仅称若 非余保 纯劝解 ，英 军首 领不得 下船。 
第二篇 提升至 民众方 面完全 有能力 全歼英 军^ 第 三篇又 再提升 

至英 军因恐 民军之 威力， 方肯以 600 万元 退兵， 否 则将“ 破城焚 

劫”; 若 非余保 纯的釜 底抽薪 ，就不 舍再有 "数省 祸 延”的 灾难！ 
5 月 30 日的三 元里抗 英之战 所以获 此战绩 t 主要原 因在于 

天时 地利。 那天的 大雨， 打湿了 英军的 燧发枪 和火药 ，使 之不能 

发射, 这就使 民众在 兵器上 提升至 与英军 同等的 水准， 皆 为冷兵 

器。 又由于 英军不 谙地理 ，纵 深追击 ，结果 1 个连 迷路而 被民众 

团团 包围。 如果离 开了这 些条件 ，像 5 月 31 日那样 ，以 万余民 

众 去攻打 英军据 守的四 方炮台 ，局势 完全会 两样。 

世界 各国民 众反对 侵略的 历史已 经表明 ，他 们最为 有利有 

效的战 法是游 击战， 即凭 借地理 环境的 熟悉， 抗敌 斗志的 高昂， 

设计 消灭单 独活动 的敌军 小部队 ，切 忌使用 正规的 阵地战 。以 

装 备落后 、缺乏 训练、 组织指 挥不严 密的三 元里等 北郊各 乡的民 

众， 强攻 拥有先 进武器 的英军 阵地, 其结果 将会与 民众在 宣言中 

的说 法完全 相反。 

我们今 天所能 见到的 三元里 等处民 众的各 种长红 、檄文 ，都 

是写于 英军退 出广州 之后的 ^ 这种事 后的张 大其词 ，很 有可能 

就是鼓 动民众 的宣传 ，原 本不必 一一 引 用而作 检讨。 但是 ，这么 

一 种宣传 ，不仅 使广州 地区以 外的官 绅民众 所深信 不疑， 写入其 

他官 私文献 t 为 这场极 有可能 获胜的 抗争被 扼制而 叹息; 面且随 

着 时间的 推延， 宣 传次数 的增加 ，宣 传者本 身似乎 也相信 了这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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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这可 见证于 1843 至 1849 年 广州民 众反入 城斗争 时的各 

种官私 言论； 到了  1858 年底 第二次 鸦片战 争中广 州陷落 ，相信 

这种宣 传的咸 丰帝， 竟然命 令在籍 官绅组 织民众 收复广 州并攻 

占 香港！ 

时为两 广总督 祁埙幕 客的梁 廷枬， 头 脑稍为 冷静， 其著怍 

< 夷氛闻 记>中 并没有 采用民 众方面 的这些 宣传， 面是提 到另一 

种说法 ，即三 元里等 处民众 的抗英 ，使 “夷 自是始 知粤人 之不可 

犯 ，克日 全帮 退虎门 外”。 @ 时下流 行 的各种 论著， 大多采 用了梁 

氏的这 一说法 。 

英军为 何退出 广州， 我在前 节中已 经说明 ，是 奕山一 义律停 

战 协定之 规定。 据英方 的文献 ，至 6 月】 日 ，广 州当局 已经付 

清了  600 万元赎 城费， 城内清 军也已 撤退， 英陆 军司令 郭富认 

为 ，协定 已执行 ，遂下 令撤退 ，撤退 时还雇 佣了由 广州当 局提供 

的 800 名民伕 。 按照郭 富的这 一说法 ，英 军的撤 退与三 元里抗 
英事 件毫无 关系。 

但是 ，就细 节来看 ，广州 当局对 停战协 定的执 行并非 没有折 

扣。 纳银 60G 万元 ，其中 100 多万非 为现银 ，而是 行商的 期票； 

撤军 200 里之外 ，据 英方 观察自 5 月 31 日开始 ，且 未至 200 里， 

仅 至距城 60 里的金 山寺。 无 论是中 方文献 或英军 记录都 表明， 

6 月 1 日英军 撤退时 ，清 军并非 按照协 定全数 撤离广 州城。 

在 停战协 定并非 完全执 行的情 况下， 英军又 为何迫 不及待 

地撤离 广州地 区呢？ 

我以为 ，有下 列几点 原因。 

一 、英 军占领 城北越 秀山一 带后， 炎热 多雨的 气候条 件和简 

陋不 适的宿 营条件 ，对英 军的身 体非常 不利。 毕 秋的死 亡即是 
— 个例证 。 



二 
、 补 给线路 的增长 ，使英 军有粮 草不继 之虞。 当时 英军临 

时性的 “征发 '就 军事常 识而言 ，对人 数超过 2000 的部 队似不 
能解 决全部 间题， 且有英 、印独 特的饮 食习惯 。 

三、  三元里 等地民 众的抗 英活动 ，使自 1841 年 5 月 19 曰便 

由 香港 开拔的 英军， 在连 日作 战之后 ，得不 到及时 充分的 休整。 

以 上三点 理由， 可以用 英军撤 回香港 后病疫 大行来 作为证 

明。 

由 此看来 ，英 军撤离 广州， 主要 是奕山 一义律 停战协 定大体 
得以 实现， 其次是 英军此 时亟需 休整， 其中 也包括 了三元 里民众 

抗英的 作用。 但是， 我们似 还不能 夸大此 作用， 如梁 氏所言 ，英 

军惧怕 民众; 而应当 将其摆 到恰当 的位置 上去。 

实 际上, 真正值 得分析 的是， 为什 么规模 和战果 都有限 、对 

战 争进程 并无重 大影响 的三元 里抗英 事件， 竟能 如此被 当时的 

人们所 看重， 留下 了如此 之多的 传说？ 

我 在绪论 和第三 章中都 提到， 按照 儒家的 “天下 ”学说 和“天 

朝 ”的既 定国策 ，对于 桀骜不 驯的“ 逆夷” ，“剿 ”是唯 一正确 之途。 

然而, 道光帝 派出的 主“剿 ”将帅 ，杨芳 和奕山 ，都 屈辱地 附和英 

“夷” ，上奏 通商; 道 光帝从 湘赣鄂 桂滇黔 川七 省调派 的“征 讨”大 

军 ，仍 不免一 触即溃 ，遇敌 辄奔。 由此 ，将帅 无能更 兼兵弁 无力， 

清王 朝又将 以何种 力量去 战胜英 “逆” ，这是 许多主 “剿” 且悉广 
州 战况的 官绅， 无 论如何 也绕不 过去的 难题。 

在这 种背景 下的三 元里民 众抗英 斗争， 尤如 黑夜中 升起的 

一盏 明灯， 许多人 由此而 将他们 心中的 希望， 转系 于民众 的自发 
力量 之上。 由此因 情报的 不确切 、不 真实 而误导 出来的 种种传 

说， 自 然有其 产生的 土壤和 滋长的 营养。 若 非如此 ，人们 就得回 

到承认 失败的 绝望境 地。* 303 



1S41 年 8 月 18 日， 由 四川按 察使调 任江苏 按察使 的李星 

沅 ，在 途中接 到粤信 ，在日 记中 写道： 

“知 逆夷 于四月 初七 、八 日 （5 月 27,28  B  ) 在省 城北门 
外三元 里等乡 村抢掠 、强奸 ，该 乡举 人何玉 成等纠 集万佘 

人 ，斩 获该逆 、汉 奸多名 ，并 将兵头 首级一 顆送辕 门领赏 ，义 
律大惧 ，即 退出各 炮台逃 匿下船 t 并乞制 府出示 安民。 恨当 

时不一 鼓怍气 ，聚歼 恶党大 快人心 ，然亦 见同仇 共愤。 大府 

果能 奖激， 未必知 青侯云 云也。 一 言偾事 ，自坏 藩篱， 可根， 
可恨 

■ 

此 种人云 亦云的 传说， 激起 了这位 留心“ 夷”务 官员的 愤怒。 感 
慨之意 ，溢于 笔端。 

1841 年 6 月 10 日 ，以知 识渊博 、分析 冷静而 颇具影 响力的 
I 

湖南 名士包 世臣， 收到茶 商探子 送来的 “三元 里义民 示谕” 两件， 

“愤 发如云 ，义形 于色” ，为“ 当事” （指余 保纯） 苦为“ 逆酋” 乞命而 

扼腕。 次日， 他致书 此时尚 在广州 的杨芳 ，谓： 

‘‘ …… 逆夷 之掘塚 淫掠， 义民立 歼其贵 人颠地 、伯貊 （伯 

麦） ，交恶 已成， 鼓其气 而用之 ，犹 当有济 …… 窃谓夷 好不可 

恃 ，海防 不可废 ，粵人 素羡水 师丰厚 ，且 三元 里奇功 碍难声 

叙， 似宜选 义民使 充水师 ，以其 渠率为 其汛弁 ，义民 必皆乐 

从。 逆夷惊 魂未定 ，岂 敢出头 与较？ 仇 深隙巨 ，旬月 内断难 
r 

撮合。 相 持数月 ，便 可乘势 兴工， 将大角 、沙角 、三远 、横档 

虎 门各炮 台并力 修复。 吾 圉既固 ，或 可以直 收香港 …… 

包世 臣也完 全相信 了谊种 宣传性 的“示 谕”. 认为 义民是 一支可 
以替 代已经 废弛的 清军水 师而足 与英军 抗衡的 力量， 若 将义民 

部 勒成伍 ，编 为水师 ，即 可收固 ‘‘吾 圉;; ，复 香港之 神效。 包世臣 
的这一 建策， 虽 若构筑 神话, 却反映 i 他的 真实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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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佘保纯 的劝解 ，包 围四方 炮台的 三元里 等处的 民众未 

遭 英军的 攻击而 失畋； 由此不 仅维持 了这一 神话的 不灭， 且推论 
出这种 神话未 获神效 ，只是 由干余 保纯的 破坏。 联系到 佘保纯 

先前与 英“夷 ”的种 种交涉 ，尤 其是 奕山一 义律停 战协定 中所起 

作用 ，余氏 被推至 百喙难 辩的“ 汉奸” 地位。 战后 3 个月， 广州开 

文童试 ，余 保纯坐 轿而来 ，文 童哗然 ，宣称 ：“我 辈读圣 贤书， 皆知 
节义 廉耻， 不 考余汉 奸试！  在众 怒难犯 的情势 下， 广东 巡抚怡 

良只 得勒佘 去职。 

这 里似应 为余保 纯作几 句辩解 ，以述 历史的 公正。 余 保纯， 

江苏武 进人， 1802 年中进 士， 未入 翰林， 放广 东高明 、番禺 知县， 

后 迁南雄 知州。 他是 一位资 格极老 的地方 官吏， 但官 运不佳 ，总 
不得 升迁。 1S3S 年奉旨 以知府 补用， 但未遇 缺出。 林则 徐赴粤 

禁烟 ，携其 赴广州 ，与 外人 折冲。 1840 年初， 林保举 “办理 夷务” 

出 力员弁 ，余为 第一人 ，林的 评语是 “巨细 兼施” ，“最 为出力 ％® 

从此 之后， 与“夷 人”打 交道成 为余的 专业。 这一 方面是 其署理 

广 州知府 （后真 除）， 身为 首府， 职司 所在； 另一方 面是后 任者多 

借用 这位精 明老臣 的经验 ，琦善 、杨芳 、奕山 无不倚 为臂膀 。场就 

余的表 现而言 ，不 过是奉 命办事 ，一 切责任 都不应 当由他 而应当 
由他 的上级 来负。 

1841 年 5 月 31 日 ，余保 纯劝解 包围四 方炮台 的民众 ，但真 

相 非如一 些记叙 所言， 系 其私自 的 行动。 据 梁廷枬 透露， 佘保纯 
收到 英方的 书函后 ，立 即向两 广总督 祁埙建 议：调 派新至 广州的 

福建 水勇， 协助民 众捉拿 义律， “监而 勿杀'  持为 人质, 挟 令英军 
退兵 ，交出 汉奸。 余 并称此 痛惩之 机失不 可得。 可是 ，在 广州的 

各 将帅无 敢当此 任者， 祁埭命 令其出 城劝散 民众。 ® 余保 纯此计 

虽未 必可行 果效， 但据此 记录， 他绝非 汉奸当 属确定 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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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保 纯汉奸 案中， 我们义 似乎可 以理解 ，为 什么当 时的文 

献会有 这么多 的对“ 汉奸” 的指责 D 在鸦片 战争中 ，“ 汉奸 ”是一 

个最 不确定 的称谓 ，一切 不便解 释或难 以解释 的事由 、责任 、后 

果 ，大 多都被 嫁移到 “汉奸 ”的身 

本 世纪五 、六 十年代 ，广 东省文 史馆组 织力量 对三元 里民众 

抗英 事件进 行实地 调査。 作为 这一 调查的 结论， 又提出 一个新 

的说法 ：三元 里民众 抗英事 件的主 要领导 人是妻 子受到 调戏的 

农民韦 绍光, 参加斗 争的主 体是当 地农民 和打石 、丝 织工人 ，部 

分 爱国士 绅也发 动社学 参加了 斗争。 这一 论点为 后来的 许多论 
著所 引用。 

广东 省文史 馆提出 的以农 、工为 主体， 以农民 为领袖 的三元 

里抗英 的新说 ，明 显地 带有着 当时的 政治时 尚和时 代背景 。此 

说依据 的资料 ，是 该馆 组织的 调査访 问记。 这 种经历 1OT 多年 

的口碑 ，往 往为历 史学家 所疑惧 ，恐 其失真 ，更何 况这些 调査访 

问记的 本身， 又有着 政治倾 向性的 痕迹。 

严 格地说 起来， 任 何一种 史料无 不具有 政治和 时代的 烙印， 
三元 里人民 抗英斗 争的史 料尤其 如此， 倾 向性特 别强。 

按照 奕山的 奏折， 三元里 民众抗 英的领 袖是“ 义勇头 人职员 

邓彰贤 、薛 必高” ，参战 的主体 是曾获 清军火 药资助 的“义 勇”。 © 
奕山 如是说 ，表 明他竭 力将此 事件纳 入官方 抗英的 轨道， 从中攫 

取 名利。 

按照梁 廷枬的 著作， 三 元里民 众抗英 的领袖 为当地 举人何 

玉成 ，事件 是由他 “柬传 ”各乡 而起。 ® 梁氏 曾任广 州越华 书院的 
监院 ，对在 籍士子 的举动 ，自 然会有 更多的 关注。 又据何 玉成的 

族弟何 壮能的 诗注， 参战 的主体 为乡绅 领导的 “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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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林 福祥的 记录， 三元里 民众抗 英的领 袖是他 本人, 这里 

就 不无自 我标榜 之嫌； 而参 战的中 坚力量 又是具 有强烈 家族色 

彩的林 家水勇 

此外 ，还 有一些 说法。 

韦绍光 、邓 彰贤 、何 五成、 林福祥 …… 谁是这 次事件 的领导 

者呢？ 

当 每一种 史料都 流露出 史料作 者的倾 向性时 ，历史 学家似 

不 应踉着 史料走 ，去争 论韦绍 光或何 玉成或 其他人 的领导 作用， 

而应 当进行 分析或 综合。 

三元里 民众抗 英的主 要领导 人是谁 ，在 当时 或许是 一个重 

要 问题， 在今天 已全失 意义； 重要的 在于， 通过 领导人 的辨认 ，弄 

清参 加这次 事件的 主体。 

在 短时间 内组织 起数千 乃至数 万的民 众参加 斗争， 以社会 

学的 角度来 观察此 现象， 可以 认定， 此时广 州北郊 的乡村 中必然 

存在着 某种社 会组织 t 否 则不可 能有此 效率。 

就此 分析， 邓彰贤 的背后 有官方 色彩的 “义勇 '何玉 成的背 

后有乡 绅色彩 的“社 学”; 林福 祥的背 后有家 族色彩 的“水 勇”； 而 

唯独 韦绍光 的背后 ，似 乎一无 所有， 只是一 些自发 的农民 ，尽管 

广东省 文史馆 的调査 报告中 提到参 战的打 石工人 、丝 织工 人时， 

都指 明了他 们的“ 行会” 组织。 

但是 ，从广 东省文 史馆的 调査中 ，我们 又可看 见一些 迹象： 

当时参 战的一 些农民 ，后 来成为 天地会 的重要 领袖。 广 州附近 

农 村的会 t 党势力 甚强， 关于这 一点， 我们从 19 世纪 50 年 代的红 
兵反叛 中可以 领略到 他们的 力量。 由此, 我们 又可以 推测， 当地 

农民中 的会党 组织在 此事件 也起到 了某种 作用。 到 了这里 ，韦 

绍 光是否 为会党 中的龙 头老大 似无关 紧要， 我们 的注意 力应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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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 民的组 织形式 之上。 1 

由此 ，我们 可以简 略地分 类:官 府的“ 义勇” ，乡绅 的“社 学”， 

农民 （或 下层 民众) 的 "会 党”。 

所谓“ 义勇' 即团练 ，是 官府不 出资不 征调的 由乡绅 控制的 

保卫 乡里的 武装。 当官 府将组 织“义 勇”的 责任和 权力交 付乡绅 

时 ，乡绅 原先组 织的“ 社学” （或 其他 组织） 立 即便获 得了“ 义勇” 
的称谓 。 

“义勇 ”也罢 ，“ 社学 ”也罢 ，其主 要成员 为农民 （或 下层群 

众）。 当“ 义勇” 、“ 社学” 、“会 党”三 方都在 发展时 ，一 个农 民就有 
可能 同时兼 有三种 身份。 

“ 会党” 虽属下 层民众 的秘密 组织， 为官 府极力 压制， 但其首 

领 中亦有 中上层 人士， 某些 人就是 乡绅。 因此， “会党 ”与“ 社学” 
之 间也摆 脱不了 于系。 有些 表面上 由乡绅 组织的 武装， 实际上 

是公开 化的变 相的“ 会党” ，这 在后 来的红 兵起义 中表现 得十分 
明显。 

由此 可见， 硬 性地将 上述三 类组织 析解为 界线分 明的阵 

垒 是很困 难的。 实际上 ，当这 些组织 （尤 其是官 府压制 的“会 
党 进行 抢劫 、与官 兵械斗 、为外 国人提 供劳务 或食物 、从 事鸦 

片走私 、甚 至仅仅 不愿与 官府合 作时， 立 即又成 为官府 所指责 

的“汉 奸”。  _ 
就三元 里民众 英的具 体情况 来看， 组织能 力当属 士绅最 

强, ，各 种长红 、示谕 、擻文 都出自 他们的 手笔。 他们 的公开 活动， 

也 不会引 起官府 的疑惧 ，反而 得到了 事后的 承认和 赞许。 作为 

秘 密组织 的会党 ，此时 尚无挑 大梁唱 大戏之 可能。 但是， 当何玉 

成 的“柬 传”能 在一天 之内于 “南海 、番禹 、增 城连 路诸村 ”生效 

时 ，人 们也不 免怀疑 ，何 氏的“ 怀清社 学”能 有这么 大的号 召力？ 308 



有无“ 会党” 的暗中 操作？ 要知道 ： 当时的 天地会 （三 合会） 是一 
支遍 及南中 国的地 下军！ 

综上 所述， 我以为 ，参 加三元 里抗英 的组织 形式似 为多样 

的 ，但 “义勇 ”似无 根基； 其领 袖也包 含了各 色人等 ，其中 最活跃 

的是有 功名的 乡绅。 这似乎 是一个 含混的 结论， 但对此 的辨认 
越明确 、越具 体， 就有 可能越 失真。 

由此 而推及 ，广东 省文史 馆提出 的那一 结论， 似有片 面性， 

伴随着 当时人 们的政 治信念 的一份 牵强。 

昔曰 寂静的 三元里 ，因抗 英事件 而名扬 天下。 事隔 百年之 

后， 人们 的注意 力也不 再纠缠 于当时 活动中 的细微 末节, 而更注 

重 此中反 映出来 的一种 精神。 

三元里 体现了 一种什 么样的 精神？ 最近 几十年 的宣传 ，将 
之提 升为人 民群众 （或 中华 民族） 的民 族主义 、爱 国主义 的精神 

展示。 

不同 的时代 ，有 着不同 的民族 主义。 在鸦片 战争时 期的中 

国的民 族主义 ，就是 传统的 .“天 下”观 念、“ 夷夏” 观念。 三 元里民 
众无 法置身 事外。 尽管他 们在外 来侵略 面前持 武装抵 抗的姿 

态 ，但 此中体 现出来 的当属 由屈原 、岳飞 、史 可法 等英杰 代代相 

传的传 统样式 的民族 主义； 面他们 在长红 、谕示 、檄 文中 毫无躲 

闪 地公开 宣布对 一切外 国人的 鄙视， 又与“ 天朝” 的态度 并无二 

致。 当人们 认知中 国包含 着“天 下”， 即中 国是一 个世界 而不是 

世 界的一 部分时 ，当 人们还 不能平 等地看 待中国 以外地 区的文 

明时 ，他 们身上 的那种 传统的 民族主 义虽可 以产生 一些“ 尊王攘 

夷”的 壮举， 但 毕竟不 合时代 节拍。 
我以为 ，近代 的民族 主义的 最基本 的特征 ，便 是国际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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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各 民族的 对等， 反对异 民族的 压迫。 而 在中国 ，具有 国际观 

念的 近代民 族主义 ，大 体萌生 于中日 甲午战 争之后 ，经梁 启超、 

孙 中山等 人的阐 发宣教 ，成 熟于五 四新文 化运动 时期。 

具有 国际观 念的近 代民族 主义， 在西 方是伴 随着民 族国家 

和 民族文 化而产 生的。 在此 期间的 < 圣经 >翻 译成被 视为“ 土语” 
的民族 语言， 教会势 力在日 益壮 大的世 俗力量 而前的 退缩， 各级 

封建领 主势力 被国家 政府权 力削弱 诸环节 ，使 得英国 、法国 、德 

国 、意大 利等地 的人民 ，意识 到自己 的民族 ，认 同了 自己的 民族。 

而 这种民 族主义 又反过 来催生 、助长 民族国 家和民 族文化 & 

中 国的情 况就不 同了。 中国人 （主 要是汉 族人) 很早 便认识 

到自 己是一 个单独 的民族 ，就 传统的 _ 族主义 而亩， 中华 民族并 
不存在 着民族 意识觉 醒的问 晶。 问 的真 正要窖 在于， 具有国 

际观 念的近 代民族 主义， 又如 何从具 有“夷 夏”观 念的传 统民族 
主义的 母体中 胎生。 

就 这一层 面进行 讨论， 三元里 民众抗 英斗争 就不是 毫无贡 
献 的了。 

若视西 方近代 民族主 义的产 生为正 常现象 ，那 么， 中 国近代 

民 族主义 则是在 非常状 态中产 生的。 它主 要不是 由内部 条件， 

而是由 外部事 件的刺 镦而萌 生的。 列强的 侵赂， 直接导 致了三 

元里 、反人 城等等 在“夷 夏”旗 帜下的 反抗， 后来 又发展 到反洋 

教 、义和 团一类 的排外 主义的 举动。 可以说 ，正是 由于列 强的百 

般蹂 亂使得 “夷夏 ”观念 (传 统民族 主义) 经由排 外思想 (也 是一 
种民族 主义的 形态) 而 进至近 代民族 主义。 当然， 我们并 不否认 

排外 主义本 身的落 后性， 但 它又确 实是传 统民族 主义至 近代民 

族主 义异变 过程中 的不可 缺少的 阶梯。 这是 历史的 合理性 。同 

样， 我们也 不否认 ，排 外主义 作为中 国近代 民族主 义产生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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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梯 ，使之 一开始 就带有 容易走 极端道 路的血 缘遗传 性的毛 

病。 三 元里民 众抗英 是中国 近代民 族主义 一系列 异变过 程中的 
最初的 链环。 

如果 说三元 里民众 抗英斗 争在客 观上是 一种爱 国行动 ，那 
是 绝无疑 义的； 但若 推及三 元里民 众在主 观上漾 溢着爱 国主义 

精神， 似 缺乏推 理演绎 的大小 前提。 

我 在本节 的起首 就专门 讨论并 判明了 三元里 民众抗 英的起 

因 —— 英军的 暴行。 这一起 因的真 正意义 在于： 三元里 等处民 

众进行 的是一 次保卫 家园的 战斗， 而不是 投身于 一场保 卫祖国 
的 战争， 尽管其 中的某 些士绅 ，有着 传统民 族主义 色彩的 号召， 

但他们 着力的 重点且 最具影 响力的 ，仍是 对保卫 家园的 宣传。 

保 家战斗 与卫国 战争， 在 观念上 的区别 是显而 易见的 ，无 

需 过多的 分析。 就行 动而言 ，前 者只可 能发生 于英军 肆虐的 

地区 ，如广 州郊区 ，但在 广东其 他地区 或广东 的邻省 ，就 不会产 

生民众 的自觉 ，更何 况肟者 是一场 全国民 众奋然 投身的 热浪冲 
天的 壮剧。 

以当 时的客 观条件 ，因无 近代通 讯手段 和大众 媒体， 许多民 

众并不 知情； 民 族主义 （无 论属 何种） 仅存 在于士 绅阶层 而未深 

入 下层民 众之心 ，许 多人还 意识不 到民族 利益、 国家利 益之存 

在； 以少数 民族入 主中原 的满清 统治苦 ，对 汉民 族的民 族情绪 

(若严 格按儒 家学说 ，满清 亦属“ 夷”） ，进 行了长 达两世 纪的压 

制， 等等。 而就 人们的 主观来 _ 分析 ，即 便是在 当时最 有知识 、深 
悉“夷 夏”大 义的儒 生官吏 之中， 虽不乏 左宗棠 之类的 忧国之 
士 ，#但 绝大多 数却如 圆明园 南挂甲 屯中那 位词臣 曾国藩 ，孤灯 
研 习圣贤 ，正 心诚 意修身 ，不问 世事。 而占 中国人 口之绝 大多数 

的农 整口 为生汁 所困， 眼界 狭隘于 几亩地 、几 间房、 娶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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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此 外的一 切对他 们显得 如同天 际般的 遥远。 他们终 生未出 
所居 住的乡 村周围 数十里 的范围 ，甚至 从未进 入县城 ，对 广州、 

厦门、 定海的 战事， 又何 来心思 所动？ 

英方的 文献又 为我们 提供了 另一种 场景。 在 整个鸦 片战争 

期间 ，英 军虽有 一时的 供应不 足之虞 ，但 在总体 上不觉 困难。 一 

些 民众向 他们出 售粮食 、畜禽 、淡 水， 以图 获利， 另 一些民 众为他 h 

们充 当苦力 ，从 事运输 ，以求 工值。 这 些被清 方文献 斥为“ 汉奸” 
的民众 ，在 交战 地区几 乎无处 不有。 至于 英军在 行进甚 至开战 

之时 ，成群 的民众 躲在远 处观看 这难得 一见的 “西洋 景”， 更是在 
英 方文献 中屡见 不鲜。 

中国 的历史 长达几 干年， 中国 的老百 姓在历 史的变 迁中对 

诸 如改朝 换代之 类的重 大变动 都习以 为常。 只要不 触动他 H 的 

眼前利 益，逆 来顺受 又成为 另一种 传统。 谁当皇 上就给 谁纳粮 。 

满 清的皇 帝也未 必比浮 海东来 的“红 毛”统 治者， 更 为可亲 可爱。 
在 三元里 抗英事 件之前 ，英军 曾统治 舟山长 达半年 ，虽有 俘获安 

突德 的义民 f 而绝 大多数 还是作 了顺民 甚至“ 良民' 

但是， 民众的 利益一 旦受到 侵犯， 如 三元里 一带的 棺榇被 

开 ，財 物被掠 ，妻 女被淫 ，情势 就立即 发生变 化^ 他们的 愤怒转 

瞬 间化作 以牙还 牙的武 力相抗 ，如 同千百 年来因 讨生无 计而被 

迫“ 造反” 一样。 如果我 们抽去 侵略这 一特定 的内容 T 可以 看出， 

三元 里民众 抗英在 许多形 式上类 似于“ 官逼民 反”。 
以 镇压而 维持统 治的清 王朝， 民众并 不是他 们的依 靠力量 ^ 

为了激 劝民众 奋起抗 英， 保卫 与他们 的利益 相对立 的社稷 ，林则 

徐 、乌 尔恭额 、怡良 、奕山 以及下 一章将 要登场 的裕谦 ，都 开列了 
巨额 的赏格 ，以金 钱作为 导向。 参加 三元里 抗英的 民众中 ，亦有 

为 赏格而 心动者 。◎宣 称刀 斩伯麦 、霞毕 ，就是 明显的 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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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 们不能 将保卫 家园的 战斗， 与 保卫祖 国的战 争混同 

起来 ，尽 管家与 国之间 有着很 深沉的 联系。 况且, 保卫家 园亦有 

其 他形式 ，在 鸦片战 争后期 .江南 的官绅 们主动 .付 给英军 “赎城 

费” ，乞 求他们 不要骚 扰本境 ，如同 对待乱 世中横 行作恶 的土匪 

一样。 他们 的做法 与三元 里截然 对立， 也有是 非之别 ，但 旨趣却 
有相 通之处 ，即保 卫家园 P 

在鸦 片战争 以及后 来的诸 次列强 侵华战 争中， 绝大 多数民 

众的基 本态度 ，是 置身 事外。 中国 近代具 有真正 意义的 @ 族战 

争 、卫国 战争， 实始于 本世纪 30 年代发 生的抗 日战争 ^ 近代民 

族主义 和爱国 主义此 时已经 熟透， 并经过 近代化 的传播 媒体和 

教育手 段而深 入人心 ， 中国人 民由此 创造: r 史无 前例宏 伟壮观 

的 历史。 但是 ，谁 _也不 能否认 ，当时 仍有数 以万计 大大小 小的汉 奸和 数以亿 计背景 各异的 顺民。 

综上 所述， 我 以为， 三 元里民 众抗英 斗争， 无疑是 一 件值得 
百 年称颂 的事件 ，但 将之提 升至民 族主义 或爱国 主义的 精神展 

示 ，则 脱离了 当时的 时代。 那是 一个让 今人感 到羞愧 、厌 恶和耻 

辱 的黑暗 时代， 即 便如三 元里这 样的昙 花一现 的光明 境界， 仍可 
以看 到我们 这个国 家和民 族本身 的诸多 缺陷。 

中华民 族无疑 是世界 上最伟 大的民 族之一 .但 历史 学家不 
能 忽视或 视而不 见几千 年历史 沉淀积 累下来 的民族 缺陷， 而正 

视缺陷 又是消 除缺陷 的必要 前提。 

注释 

① 本章 的撰写 ，我在 许多地 方受益 于佐佐 木正哉 的论文 ：{ 鸦片战 

争研究 —— 从英军 进攻广 州到义 律被免 职> ，第二 部分 +_ 英军进 攻内河 ' 

第三部 分"英 军停止 进攻与 杨芳的 对策'  第五部 分“杨 芳的® 服与 通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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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7 以上中 译本见 （国外 中国近 代史研 究>第 12 辑 、第 15 辑) ，第 六部分 

“奕山 的反击 与败退 '第七 部分“ 三元里 事件” （以上 为李少 军先生 提供的 

未发表 的中译 稿）。 此外 ，魏 斐德的  <大 门口的 陌生人 ）（ 中 译本见 中国社 
■ 

会科学 出版社 3988 年） 对本 章第三 节的分 析亦极 有帮助 。 

② ㉛  <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 第 2 册 ，第 

805 页 ，第 859 至 860 页 ，第 882 至 884 页 ，第 719 页 ，第 779 页 ，第 SS5 至 

886 页 ，第 900 至 902 页 ，第 7G9  第 91S 页 ，第 953 至 957 页。 

0 ⑤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刃研究  >  资料篇 ，第 266 

页 ，第 86 至 87 页* 第 91 页 ，第 92 至 93 瓦第 94 页。 

④ 琦善于 3 月 1 日得 知受到 革去大 学士的 处分。 他 派余保 纯前往 

谈 判时， 很可能 与怡良 、林 则徐 商暈过 （见 （林 则徐集 >  口记 ，第 383 页 ，又 

见< 广东 事略） ，〈鸦 片战争 >第 3 册 ，第 314 页沁 余保纯 对义律 的言论 ，见 

义律致 巴麦尊 ，184 〖年 3 月 10 日 ，转引 自佐佐 本芷哉 ：< 英军进 攻内河 

<国 外中国 近代史 研究） 第] 2 辑。 

⑥

 

⑫

 梁 廷枬： （夷 氛闻记 > ，第 58 至 59 页。 

⑦

 

 

以上杨 芳经历 见< 宫傅果 勇候自 编年谱 ），1840 年； < 清史列 传>卷 

3 九, 本传。 

⑧

 

⑫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第 130  Iff, 第 災4 至 266 页。 

⑨

 

 

《中 国丛损 >第 10 卷 ，第 180 页。 第 2 天 ，3 月 7  口 ，义律 还向琦 

善发 出照会 
，声称 

谈判因 
道光帝 

的阻挠 
而中断 

，英军 
“必向 

沿海各 
省及京 

师御城 
，就行 

攻敌” 
（佐佐 

木正哉 
：<  鸦 片战争 

D 研究  
>  资料篇 

，第 88 至 89 
页）。 由此 可见， 

义律打 
算在广 

东停战 
，北上 

进攻。 
®  义律致 巴麦尊 ，1841 年 3 月 10 日 ，转引 自佐佐 木正哉 ：< 英军进 

攻内河 >, <M 外中 国近代 史研究 >第 12 辑。 

⑪ （粤 东纪事 >,< 近代史 资料广 1956 年第 2 期。 

©C0@@  <林 则徐集 >  D 记 .第 383 至 387 页。 

⑮㉑ 宾汉 < 英军在 华作战 记>,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193 页。 

⑰ 海珠炮 台位于 广州城 IE 南 的珠江 卜_ 的座 小礁石 fc, 该 礁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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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 航道后 被炸去 D 其 位置大 约在今 海珠桥 一带。 
⑬ 英军的 攻击路 线及炮 台点位 的确认 ，据伯 纳德以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 记>第 1 卷第 413 页附 图及卷 末附图 ^ 其中 炮台的 名称， 又参 考史澄 

等纂 （番 禺县 志〉， 1871 年； 梁绍 献等纂 （南 海县志 >,1872 年。 

®  < 林则徐 集> 奏稿中 ，第 862 页以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654 至 655 页 ，第 695 至 696 页 ，第 778 至 779 页 ，第 S14 页 ，第 844 页， 

第 860 页 ，第 883 页 ，第 892 页 ，第 900 页。 

@ 宾汉称 ，共缴 获大炮 401 位 （（英 军在华 作战记 h  <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319 页）； 麦 肯兹称 ，井缴 获大炮 346 位 U 在华 第二次 战役记 >第 199 

觅）。 现列 表于下 ，由此 可见广 州清军 的设防 情况： 

时 间 战斗 区 域 宾汉书 麦 肯兹书 

1 
乌 浦炮台 54 

44 

1 

1841  年 2 月 27  H 甘米 力治号 

34 

清 军师船 10 

1841 年 3 月 2 曰 琶 洲炮台 25 34 

1S4 〖年 3 月 3 日 琵 洲炮台 

30 

30 

1841 年 3 月 6 曰 
二沙 尾炮台 35 35 

1841 年 3 月 河 南水道 14 | 

1841 年 3 月 13 日 大黄 播炮台 33 3S 

凤凰岗 

31 ，  1 

永 靖炮台 

1 
西炮台  1 

柯南沙 袋炮台 
总计为 

1841  年 3 月  18  0 13 
123 

海 珠炮台 25 
1 

i 

红炮台 
20 

: 
两 艘师船 15 

其中表 格中的 红炮合 ，据伯 纳禧书 中提供 的地图 ，位于 河南的 西北角 .可 能是 永靖炮 

台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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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伯 纳德称 月 18 日的战 斗_英 军共缴 获大炮 119 位（< 复仇神 号航 行作战 

记） 第 1 卷 ，第 413 页八  , 

© 英 舰为加 略普号 、先 锋号、 鳄鱼号 、藐 磺号、 摩底士 底号； 轮船为 

复 仇神号 、马 答加斯 加号。 

@ 英舰 为摩底 士底号 、苛 塔林号 ，轮 船为马 答加斯 加号。 

© 英舰为 先锋号 、海 阿新号 、摩底 士底号 、阿尔 吉林号 、司塔 林号; 

轮 船为复 仇神号 、马 答加斯 加号； 另有 官船路 易莎号 和青春 女神号 。 

®  英 军的攻 击路线 ，可 参看伯 纳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第 1 卷 

卷末 附图。  . 

㉗ 伯纳德 ： （ 复 仇神号 航行作 战记〉 ， 第 t 卷 ，第 377 至 379 页。 

®  杨芳初 奉到参 赞大臣 的谕旨 时+信 心十足 ，曾 在路途 中上奏 ，准 

备恩 威并举 ，使 英人畏 威怀德 ，然后 在广东 1 ‘逐处 筑堡' “厚集 粮食” ，使英 

^ 军 "攻 无可图 、野无 可掠” …… 这 些不切 实际的 空想， 就连道 光帝都 看出问 

题， 朱批 “似是 而非”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801 至 S02 页 h 

@  据 〈中国 丛报〉 第 10 卷第 61 至 62 页载， 1841 年 1 月， 在 华外国 

商船 共计为 78 艘； 其 中英国 商船为 59 艘， 

㉗ 3 月 16 日 风凰岗 清军击 退英方 打着白 旗致送 照会的 小船后 ，美 

国副领 事多利 那与广 州知府 余保纯 会谈。 义律曾 托多利 那带去 3 月 16 日 

致琦莕 的照会 和一封 致中国 官员的 信^ 据 义律秆 ，广州 官员曾 有回复 ，但 I 

没有使 他满意 ，遂于 3 月 18 日 发 动进攻 （义律 致巴麦 尊， 1841 年 3 月 25 

日 ，转见 于佐佐 木正哉 杨芳 的屈服 和通商 的恢复 > ，〈国 外 中国近 代史研 

究） 第 15 辑)。 

©  未见到 中文本 ，此据 佐佐木 正哉的 论文：  < 杨芳的 B 服和 通商的 

恢复 国外中 国近代 史研究 >第 15 辑。 由于当 时中英 文的翻 译问题 ，我 

们还 不知道 其中文 本又作 何论。 据 林则徐 曰记称 ，英逆 致书参 赞乞通 

商'  又 据后来 杨芳照 会中称 "不 讨別情 M 等语， 林 、杨 对此备 忘录的 理解， 
还是 很有问 鹿的， 他们似 乎认为 ，准许 通商后 战争就 大体结 束了。 这究惫 

是翻译 问題, 还是理 解问題 ，就 不得而 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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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见 中文本 ，此据  <  中闻丛 报>第 10卷 ，第】 82页。 

®  第一份 夹片可 见于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266  ¥.  267 

页; 第二份 夹片见  <道 光朝留 中密奏 >，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483 至 484 

奸。 其中第 2 份火 片的内 容与林 则餘上 奕山节 的内容 很接近 （详见 本# 

第二 节）， 看来， 林则徐 对如何 上奏是 出了主 意的， 至 少是知 情的。 

© 佐佐木 正哉在 其论文  <  英军进 攻内河  >、<  杨 芳的失 败与通 商的恢 

复>  中暗示 ，杨 芳的捏 谎很可 能是由 林则徐 指点的 ，我 以为此 论证据 不足。 

©  参阄 < 清史列 传> 卷五六 ，本 传； （清史 稹>卷 三七九 ，本 传。 

®  (靖逆 将军会 办广东 军务折 档>, (鸦 片战争 >第 4 册 ，第 237 页。 

领 赏日期 原作为 2 月 5 日， 此据 〈清实 录>改 ，见 该书第 3S 册 ，第 244 页。 

©  < 曾国 藩全集 > ，日记 一 ，第 62 页 。 这也是 曾国* 日记中 罕见的 

有关鸦 片战争 的记载 之一。 

@  疑是理 藩院员 外郎西 拉本。 一位 从五品 的官员 ，随 从就达 10 

人，可 见队伍 之庞大 混杂。 

© 转 引自阿 •伊帕 托娃：  < 第一次 鸦片战 争中及 战争后 的中国 〉，<清 

史研 究通讯 >1990 年 ，第 3 期。 _ 
@ 参见 < 鸦片战 争档案 ^ 料〉 ，第 3 册有关 内容。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959 至 960 页， 

第 757 页 ，第 847 页， 第 834 页，第 806 页 ，第 823 页 ，第 960 页 ，第 993 页。 

© 具体 数字为 ： 1841 年 1 月 6 日， 湖南 1000 名， 四川 2000 名 ，贵州 I 

1000 名； 1 月 27 日 ，江西 2000 名 U 月 30 日 ，湖北 1000 名， 四川 1000 名， 

贵州 1000 名 月 31 日 ，四川 1000 名 ，湖北 500 名 ，湖南 500 名 ，云南 500 

名 ，贵州 500 名； 3 月 15 日， 广西 2000 名 ，湖北 1SOO 名 ，湖南 1000 名 。另 

有 四川提 督带往 广东的 亲兵数 百名。 

㉛ 此为英 方统计 数字， 并为奕 山奏折 所确认 （见 〈筹办 夷务始 末>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994 页） ^ 又， 林则徐 称，“ 虎门口 外各 炮台” 及“各 师船' 
损失大 炮不下 五百尊 、〈海 国图志  >  卷八 O), 此数似 为不确 。 

©  (林 则徐集 >  日记 ，第 387 至 388 页^ 

317 



© 见魏源 ：{ 海国图 志> 卷八 ◦、梁 廷枬 夷氛 闻记） 卷 三所录 〈答奕 

将军 防御粤 省六条  >; (清 史列传  >  卷五四 ，奕 山本传 中亦谈 及此事 

© 林文中 称“近 日往来 说事之 员”。 案此 时鲍颶 已拿， 林则徐 、琦 

善 、杨芳 一直 以余保 纯与英 方联络 ，当为 余保纯 无疑。 

© 林文 中称“ 内洋之 长洲冈 及蚝墩 '长 洲即为 黄埔， 而蚝墩 疑为黄 
埔附 近的大 蚝沙。 

©  〈鸦片 战争〉 ，第 3 册 ，第 483 至 484 页3 

© 义 律致印 度总督 奥克兰 ,1841 年 3 月 24 日， 转见于 佐佐木 正哉: 

< 鸦片战 争研究 —— 从英 军进攻 广州到 义律被 免职〉 第 6 部分 “奕 山的反 
攻与 败退％ 

㉔ 据 （中 报〉 称 ，郭 富于 1841 年 3 月 2 日到 达广东 （第 10 卷 ，第 

184 页）。 

@ 义 律致巴 麦尊， 1841 年 3 月 28 日 ，转见 于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争研究 一 -从英 军进攻 广州到 义律被 免职〉 第 6 部 分“奕 山的反 攻与败 
退' 

© ⑰⑮ ⑩⑩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與研究 > 资料篇 ，第 99 

至 102 贞: ，第 104 至 i08 页 ，第 111 页 ，第 126 页。 

®  义律致 巴麦尊 ， 1841 年 5 月 1 日 ，转见 于佐佐 木正哉 ：（ 鸦 片战争 

研究 —— 从英军 进攻广 州到义 律被免 职>第 6 部分 ，“奕 山的反 攻与畋 

退 '又 ， 义律的 报吿中 余保纯 所称广 州大员 ，英文 中用了 “C^rnnUsioners' 

即“钦 差大臣 们”, 这里 是否包 括奕山 ，尚难 推定。 

@ 义律致 巴麦尊 ,1841 年 5 月 1 日 ，转见 于佐佐 木正哉 ：< 鸦片 战争 

研究 —— 从 英军进 攻广州 到义律 被免职 h 第 6 部 分“奕 山的反 攻与败 

退”。 

@  该信 全文见 佐佐木 正哉： 〈鸦片 战争乃 研究} 资料篇 ，第 102 至 

103 页。 从该 信的内 容来看 ，杨芳 似乎误 解了广 州停战 协定的 实质。 按照 

义律 的前引 备忘录 ，停战 仅限于 广东， 不包 括其它 省份。 而杨芳 认定， 义 

律不 要烟价 ，不要 香港， 由 此可以 “速定 局面'  杨芳 的发信 日期为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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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乃 30  H, 此时 奕山 IK* 为 进攻作 瓶备， 杨芳虽 不知道 义汴的 北攻计 

tt4U. 义 不愿 Pj: 次 Jf- 战 ，似 乎在 力“ 和平” 怍 M 只一次 努力 。巾 此倍 可见, 

畅芳和 奕山在 和 、战问 题上冇 所分歧 。义， 义 律收到 此信后 ，以 两闻 相夂 

小 州 私信 A 巾 W 退冋， 以管 他抄录 了此佶 的 全文。 他 还要求 此后的 公文 

须由 奕山 、隆文 会衔方 吋 接受。 同吋 ， 义律还 K 为 ，杨芳 的私信 ，是 -个骗 

M, 表 明淸军 淮济动 f。 

⑩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从7  _i):  3SS 页 ，第 368 奸， 第 372 札第 411 全 412 页， 第 444 至 445  M， 第 

467  468 第 44fi  至 448 页， 笫 461  罕 464 以 , 第 500 豇 ，第 546  ̂   55 T 

页， 讯 579 令 :  581 奸， 第 552 至 556 页 ，第 587 罕 588矸__- 

财©  梁廷枬 ：（ 兔氛闻 圮> ，第 69 豇， 第70  iU' 

O  收到时 问据 《林 刚徐集 >  口  H 第 3 抑还。 

®  据 《清 朝文献 通考: K (清 朝通典 >等釕 书 ，广州 八旗驻 防圬为 340f) 

人 ，广州 城守协 共有两 汽 ， 再合 之抚标 、水 师提标 等部 ，总圬 力当在 8()00 

以上。 佴 由于 调派虎 门 及广州 内河战 斗中* 散 ，兵 丁可能 会小足 此数， 

@  见 < 道光朝 留中密 奏>,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543 页。 该 史料标 

M 为 道光： H -— 年叫； 1 二十 HC 即 1841 年 6 月 9  FI> 探报 ，佔 计有误 。因 

为 此时清 军仵广 州战役 中失败 ，撤 离省城 ，叫 力炮台 、观 音山 皆被 矣平占 

据过。 此 兵力分 派情况 ，应是 战前的 格局。 乂 ，该 史料中 N 二月二 卜…口 

(5  /J  1L  H) 的探 报称： 贵州兵 2671 名 驻小北 校场； 江西兵 1500 名 、四川 

兵 1400 名驻东 西得胜 炮台； 湖南兵 1040 兵、 湖北兵 1840 名驻 燕塘； 江西 

兵 500 名 、四 川兵 600 名、 湖南圬 400 名. 广西呉 300 名 ，驻守 备城门 ： 刖 川 

民 1000 名驻 校场； 四川兵 1000 名， 驻保厘 炮台； 湖北兵 1509 名驻 四方炮 

台 ； 广西兵 2000 名驻 怫山； 云南兵 500 名驻 北校场 （同上 书， 第 532 至 533 

贫>。 将此 两单对 照比较 ，可* 出兵 力部署 的变化 n 

@ 奕山 等人致 裕谦，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321 饵。 

@ 伯纳德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2 卷 ，第 2 至 9 苽；<中_ 丛报》 

第 10 卷 ，第 340 电 344 奸， 第 545 瓦第 547 瓦； 宾汉： 《英 军在华 怍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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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207 至 210 页； 麦肯兹 （在华 第二次 战役记 > 第肪至 

89 页。 

©  (中 国丛报 >第 10 卷 ，第 545 至 546 页。 其 中在凤 凰岗一 带的英 

舰船 为：伯 兰汉号 、布朗 底号、 班磺号 、海 阿新号 、宁罗 得号、 摩底士 底号、 

卑拉底 斯号、 巡洋号 、哥伦 拜恩号 、阿尔 吉林号 、司塔 林号； 轮船为 阿打兰 

打号 、复仇 神号。 在黄埔 的英舰 为加略 普号、 康威号 、先 锋号； 绔鱼号 。 此 

外 ，英 觫威厘 士厘号 ，此 时泊于 横档。 英 陆军组 成为第 18 团 535 人 ，第 26 
j 

团 3V7 人 ，第 49 团 311 人， 马德拉 斯土著 步兵第 37 团 240 人 ，盂加 拉志愿 

兵 79人，皇 家炮兵 38 人， 马德拉 斯炮兵 232 人 ，马德 拉等工 兵等部 171 

人 ，总计 2223 人。 

® 本图 的绘制 ，参阅 麦肯兹 {在华 第二次 战役记  >一 书所附 作战地 
图。 

■ 

@  以上英 方的军 事行动 ，综 合下列 资料： < 中国丛 报>第 10 卷 ，第 

340 至 348 页 ，第 391 至 401 页、第 535 至 550 页； 伯纳徳 ：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 战记〉 第 2 卷 ，第 25 至 47 页； 麦肯兹 〈在 华第 二次战 役记） ，第 93 至 411 

页 及该书 附图； 宾 汉^英 军在华 作战记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211 至 

222 页。 其 中凤風 岗英军 参加进 攻的英 舰为宁 罗得号 、卑拉 底斯号 、海阿 

新号 、摩底 士底号 、巡 洋号 、哥 伦拜恩 号、 阿尔吉 林号。 黄埔 一带英 珉全数 
参战 ，餽 名见注 ®。 

- # 郭 富致奥 克兰， 1841 年 6 月 3 日 ， < 三元 里人民 抗英斗 争史料 >修 

订本， 中华书 局， 1978 年 ，第 346 页。 此数与 辛好士 的报告 完全一 致， 见 

< 中国丛 报>第 10 卷 ，第 550 页。 又 ，宾 汉一书 的数字 大于上 述报吿 ，但他 

列 举了非 战斗员 一项， 见<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232 至 233 页。 以 上数字 

都扣除 了三元 里之战 中英军 的伤亡 人数， 可 见于下 〜节。 

m  参 阅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争研究 一 ^从英 军进攻 广州至 义律被 

免职 >第 6 部分“ 奕山的 反攻与 败退' 
®  伯 麦去印 度求援 期间， 由威 厘士厘 号舰长 辛好士 代理其 指挥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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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日英军 反攻后 ，次 日进占 商馆。 商 馆内的 财物被 兵弁及 

当地 无赖劫 夺一空 ^ 误烧 西班牙 商船事 ，见第 一章第 四节。 

⑩ 杨 芳对前 次停战 协定的 内容。 一直 有误解 ，见注 © 、注 ㉛。 

㉘ 〈会办 广东军 务折档 > ，〈鸦 片战争 >第 4 册， 第 242 至 258 页；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3 册 ，第 5 昶至 541 页 ，第 582 页； 第 4 册 ，第 9 至 12 

页。 

m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4 册 ，第 3 至 4 页。 梁章钜 附奏的 报单. 
因道 光帝留 中不发 ，该 资料集 未收。 但 据原故 宮博物 院所编 <道 光 朝留中 

密奏 > ，有道 光二十 一年闰 三月十 七日至 四月二 十五日 （1841 年 5 月 7 闩 

至 6 月 14 日） 有 关广州 之战的 探报井 13 份， 由于折 、单分 离， 原编 者无法 

拟题 ，但 与梁奏 相对照 ，当 为梁章 钜进呈 （见 〈鸦 片战争 >第 3 册， 第 531 至 

545 页〉。 

® 这方面 最有力 的证据 ，就是 俞已提 及的道 光帝下 令各省 撤防的 

谕旨。 其次是 对于收 复香港 ，在 同日发 出的谕 旨中称 ： “ 该 夷所修 裙带路 I 

寮房 石路， 内商既 不肯前 ，各 夷又不 从此入 口， 是 该夷销 货不便 ，未 必日久 

占据 。 裙带路 与香港 毗连， 著奕山 ，等仍 遵前旨 ，遇 有可乘 之机， 设法 收复” 

(〈鸦 片战争 S 案史 料〉 第 3 册 ，第 582 页）。 既然 认为英 军不会 “久据 '所 

谓“可 乘之机 ”也可 理解为 英军撤 商香港 之时。 又其次 ，道 光帝在 谕旨中 

还使用 了" 善后章 程' 凯撤” 等同汇 ，表 明他 认为战 争已经 结束。 

© 伯 纳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第 2 卷，第 63 至 65 页。 麦 华生： 

〈在华 两年记 >(D.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  Narrative  of  the  Cliinese 

Expedition  from  T 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ill  April  1842”， Edinburgh, 

1860) 第  169 至  170 页。 

®©  〈中 国丛报 >第 i0 卷 ，第 421 至 423 页 ，第 407 至 415 页。 

©  伯麦于 1841 年 6 月 17 日从印 度返回 ，面 8 月 10 日新任 全权代 

表璞 鼎査抵 达澳门 ，伯麦 与义律 并 i 职。 因此 ，伯 麦在新 任上仅 54 天， 

没有做 成什么 tf。 

@  (会办 广东军 务折档 >,< 鸦片战 肀>第 4 册， 第 240 至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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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关资料 皆吋阅 广东文 史馆编 ：（五 元 ii 人民 抗乾斗 争史料 >修 

本。 这 是一部 有关此 事件的 最为全 面的史 料集， 但在编 排上又 似有观 

点先 入的缺 KU 当然 ， 也存 一些论 者引用 此资料 集时的 偏向性 ，引 起更大 

的倾斜 ，似 不应 由编者 负责。 

m 麦华生 ：< 在华 两年记 > ，第 147 至] 49 沉。 宾汉：  < 英军在 华作战 
圮> (英文 本， 中 译本此 处删） ，第 2 卷 ，第〗 49 至 150 贾.> 

⑱㉚ （中 国丛报 >第 10 卷 ，第 391 页，第540 至 542 页。 

m  麦 华生： C 在隼 两年记 > ，第 144 至 149 页。 
m 除去泛 泛地指 责英军 奸淫妇 女的记 载外， 最具体 的是五 庭兰致 

曾望 颜信中 称“轮 奸一老 妇人” （〈中 丽纪事 >第 95 豇）， 梁廷 枬后也 持此说 

法 U 夷钒闻 记>  第 75 页 K 此外还 有<  夷匪 犯境见 闻录》 中称， 英军 “闯入 

& 乡奸沌 妇 女 ，辱污 闹死及 被逆劫 i 者， 共计 Tf 数 |1丨广（<三元甩人段 

抗英斗 争史料 >修订 本 ，第 67 瓦）。 

® 转引自 魏斐德 ••< 大:门 口的陌 生人》 中 译本， 中国 社会科 令出版 
社 ，1988 年 ，第 8 页。 

@@@@@@  (三元 M 人民 抗英斗 争史料 >  修订本 ，第 161 至 i 仙 

页， 第 24 至 29 页 ，第 78 至 79 坂 ，第 94 页 ，第 2U6 页。 

@  一般 地说来 ，经过 100 多年 的口碑 ，很容 易失真 ，就 该说 法本身 

而苫， 尚有两 点妨碍 ^ 论之 处：一 、由 f 当吋中 外风俗 迥异， 大户人 家女人 

被生 人撞见 者即有 自认为 受辱而 自果者 ，李 喜虽为 农妇 ，但“ 恣意调 戏”仍 

很 难明确 事情的 性质； 二 、该 调查称 ，这 群“调 戏”李 I 的英军 ，为乡 人所愤 

承 （从八 、九人 增至十 一人） s 对照英 方文献 ，似非 事实， 由 此反推 fu 情节， 

也有 不真实 之感。 英 军调戏 李昏的 说法是 ，地的 位老人 提供的 资料。 

就资 料本身 而言， 有许 多错误 t 后 在调査 入员的 帮助下 ，逐- 得以克 眼。 

而李 g 的 孙子韦 祖在调 查中对 其祖母 受辱事 始终未 董一词 ，但却 非常强 W 

调其 袓父在 抗英中 的领导 地位。 

⑩ 夏燮 ：（ 中 西纪亊 >, 第 95 至 96页。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486 至 487 页 ，第 505 玲二 第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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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06 页。 

@@@@ 梁廷拼 ：< 夷 氛闻记 >，第 75 至 76 页。 

m 梁绍献 等纂： < 南海县 志>， 1872 年 ，卷二 ，卷 二六。 
m 麦 华生： 〈在华 两年记 > ; 宾汉： < 英军在 华作战 记> ; 奥 塞降尼 ：  <对 

华故记 >及<  中国丛 报>有 关文章 .以 上汉 译可见 〈三 元里人 民抗英 斗争史 

料〉 修订本 319 至 419 页 d 麦肯兹 ：（ 在华 第二次 战役记 >第 120 至 125 

页。 

@  〈道 光朝留 中密奏 h  {鸦片 战争〉 第 3 册 ，第 539 页。 

@ 以 f 数段的 叙说， 我参考 r 赵立 人先生 的论文 {鸦 片战争 考释- 

则>， < 近代 史研究 X  1993 年第 2 期。 

@  1841 年 6 月 〖9  口 ， 伯麦 由印度 返回后 ，与 义律联 名照会 两广总 

督祁 项* 通知他 担任全 权公使 的新职 （佐佐 木正哉 ：<鸦 片战争 CO 研究 >资 

料篇 ，第 U9 页）； 7 月 5 日 ，伯麦 又再次 与义律 联名照 会祁埙 （同 上书 ，第 

121 页）。 由此可 见， 奕山 完全明 白伯麦 的行踪 ，并知 其新升 职务。 但是， 

奕山于 6 月 22  H 的奏折 中却称 ，现 在内 外乡民 . 众 口一词 ，远 近传播 ，声 

秣 所杀系 属伯麦 ，共为 心快。 奴才 等恐含 混影射 ，必须 另委曾 识二逆 （另 

一位 为霞毕 > 之官 弁验看 真确， 再行按 格奏赏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_第 3 

册*第505 页） 6 道光帝 听说伯 麦被斩 ，要 求立 即査明 ，“按 格奏赏 \  (同 

上书 ，第 517 页 ，第 541 页） 而奕 山却于 8 月 6 日奏 称：“ 嗣据通 事验看 ，苜 

级发变 ，认识 不*出 ，闻系 英夷掌 兵渠魁 _’（ 同上书 ，第 605 页）。 虽说 奕山并 

非明 确宣称 B 斩伯麦 ，但他 有意将 水搅混 的做法 ，却 将此事 作为一 个谜而 

掩 盖下去 ，致 使传讹 流播。 也幸亏 璞鼎査 的到来 ，致 使伯麦 去职， 不然这 

一谎 言将被 拆穿。 

m 郭富 的报告 、麦 华生的 回忆录 、宾 汉的回 忆录、 《中国 M 报〉 的文 ■ 

章皆有 中译本 >见< 三元 虽人民 抗英斗 争史料 > 修订本 ，第 346 页 ，第 330 

页 ，第 333 页， 第 368 页， 第 405 页。 

®  歼敌 10 余人 的说法 ，可见 于奕山 的奏折 ，其 报据 是义勇 首领邓 

彰贤 的报告 ，并称 均有片 级尸体 可验。 尽管奕 山敢于 谎称自 3 月 16 日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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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 到职） 至 6 月 1  H, 清平共 毙伤“ 黑白 夷匪九 百余名 、汉奸 一千 i 百余 

名， 带兵大 小头 目约有 十余名 '击 毁焚烧 英军‘ _ 大兵船 九只， 大三 板十一 

只， 小三板 十八只 ，火轮 船一只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605 至 

606 页）； 但 对邓彰 贤歼敌 十余人 的报告 在奏折 上仍不 敢确认 ，声明 要验看 

真确。 这与 奕山对 义勇的 tF 价也有 关系。 他 此时致 钦差大 臣两江 总督裕 

谦 的信中 称:“ 水勇又 皆乌合 ，与 & 奸息息 相通， 胜者纠 合求赏 ，败 则反戈 

相向 …… "（< 鸦片战 争>第3 册 ，第 322 页）， 由 此看丰 ，尽管 奕山向 道光帝 

申 报战果 ，但 在内心 中仍将 此当作 "纠合 求赏” 的举动 ^ 

歼敌 100 余人的 说法最 早见之 于王庭 兰致曾 望颜函 ，但 未说 明消息 

来源 ，大 约是道 听途说 而已。 

歼敌 200 余人 的说法 最早见 之于林 福祥的 〈平 海心 筹〉， 但观其 著作， 

甚多 夸张， 自 我标榜 ，此说 亦不可 靠。 

歼敌 748 人 的说法 * 见于 钟琦的 诗注： “辛丑 （即 1841 年） …… 英夷在 

乡 村淫掳 ，粤 人愤嫌 ，聚 集团勇 在三元 里要隘 设伏， 殪其渠 帅伯麦 、副 师霞 

毕 ，斩首 七百四 十八级 …… ”（< 三元 里人民 抗英斗 争史料 > 修订本 ，第 304 

页）， 由该诗 注可见 ，此 诗写于 1841 年之后 ，作 者情况 不详， 难以判 明消息 

来癉， 估 计是听 到亊后 的传说 而已。 

© 其中第 一位是 1842 年的镇 江之战 ，第 二位 是此前 的广州 之战， 

第 3 位是 1S42 年的乍 浦之战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6 至 7 页； 第 3 册 ，第 505 页。 

®  < 李星 沅日记 > ，中华 书局 ，1987 年版 ，第 251 页。 

®  <安 吴四种 >，< 鸦片战 争>第4 册 ，第 467 页。 

⑩ 粱松年 夷入粤 记略乂  < 三元 里人民 抗英斗 争史料  >修 订本， 

第 64 页。 

©  〈林则 徐奏稿 、公牍 、日 记补编 > ，第 10 页。 

© 其中琦 善虽用 余 保纯， 但 更信赖 鉋晒， 主要传 话皆用 鲔鶊， 而杨 

芳、 奕山只 用余保 纯出而 交涉。 

@ 罗 正均： 〈左宗 棠年谱 >, 岳 麓书社 t  1982 年版 ，第 19 至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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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邮永庆 的论文 （鸦 片战 争时期 十民具 折上奏 N 题述论 》（< ■近代 史研究 > 
1仰3 年 ，第 1 期） 对 此也有 很好的 分析。 

㉚ 佐佐木 止哉先 生对此 问题有 详细的 分析， 见{鸦 片战争 研究一 

从英军 进攻广 州到义 律的去 职> 第七 部分“ 三元里 事件'  当然 ，我 并不完 
全同意 他的基 本观点 ，即 当时民 众抗英 士:要 是巨额 赏格的 作用。 



东 南壁垒 的倾塌 

在 150 多年 来的鸦 片战争 史的述 说和研 究中， 杨芳和 奕山， 

大 多是以 丑角的 面目出 现的。 虽说他 们在捏 谎方面 ，也 确实与 

小丑 无异; 但将 他们的 失败， 归结 于好色 、贪货 、抗 敌意志 不竖定 

等道 德上的 非难， 或称之 为愚笨 、失措 、临 机处置 能力差 等智商 

上 的缺陷 ，就使 得人们 长久地 未究诘 事理， 幻想着 制“夷 ”的英 

雄。 战争 失败的 必然性 ，并没 有因为 杨芳一 义律停 战协定 、奕山 

一义 律停战 协定面 明朗。 
但是， 同 在东南 的福建 和浙江 ，情 况就不 同了。 

在陶澍 故去， 林则徐 、琦善 、伊 里布 、邓 廷桢先 后斥革 之后, 

道 光帝大 胆使用 新人。 邓廷 桢的闽 浙总督 的职位 ，由颜 伯焘继 

任 ，伊里 布的两 江总督 、钦差 大臣的 官差， 由裕谦 接手。 道光帝 

恐颜伯 焘难以 顾及闽 、浙 两省的 千里海 防线， 便 命裕谦 常驻浙 

江 、兼顾 江苏， 为颜伯 焘分担 责任。 

作为新 进的颜 、裕 二氏 ，于 1841 年初 走马上 任^  一位 坐镇厦 

门， 一位长 驻镇海 ，皆 为军事 要地。 他 们的抗 战言论 最坚决 ，在 

一班 力主“ 剿夷” 的官吏 士子中 ，深孚 清望。 他们 的筹防 措施最 ■ 

彻底， 分别在 其防区 ，建起 了坚固 无比的 壁垒。 他 们是道 光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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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朝野 官绅心 目屮的 长城。 

但足 ，当英 国的军 舰鼓浪 而来时 ，东 南的 壁垒倾 塌了。 

- 璞鼎查 的东来 

知道历 史结论 的后人 ，冇 幸看 到这么 一个有 趣的现 象：】 841 

年初. 氓 琦#* 夂 涉中的 懦怯激 起身居 M 师的 道光帝 的不満 ，否 
I 

旨中 叠受训 斥时， 远在伦 敦的英 国外相 巴麦尊 ，也正 在为义 抒:的 

低姿 态外交 而光火 ，训 令中狠 狠批责 。 琦善因 英军强 占香港 h 

革职抄 家锁京 ，而 英军 此举的 所谓依 据一一 并不能 成立的 《初步 

协定 h 也使得 义律丢 官 卸职。 如果 不计 较广州 至北 京 、澳 n 至 

伦敦的 地埋因 素而造 成的通 信时间 的差异 ，那么 ，可 以说 ，玟 ％ 

和义律 是因同 一原因 、在同 一时间 分别被 各自背 后的主 子罢免 
的。 若非伦 敦比北 京更远 ，杨 芳和奕 山面前 的对手 ，就不 再是这 

位义律 ，而是 新任全 权代表 璞鼎査 （Hem^  Pouinger). 

璞鼎查 ，爱 尔兰人 ，生于 1789 年。 14 岁去国 ，赴印 度,、 15 
T 

岁参加 东印度 公司的 陆军， 两年后 获少尉 军衔。 他一生 最具新 

闻价 值的事 件是， 1810 年， 他志愿 调査印 度与波 斯的边 境地区 

(即 今巴 基斯坦 、伊朗 、阿 富汗 的交界 地区） ，乔装 为当地 土著的 

马 贩子， 行程 2500 余 公里。 此后， 他名声 大振， 升 迁机会 频频招 

手。 1840 年 ，他结 朿氏达 27 年的海 外生涯 _ 回到 童年时 所生活 

的 英国， 已受 封爵士 、位 居东印 度公司 的陆军 少将。 ® 

至迟在 1841 年 4 月初， 巴 麦尊就 决计换 马了。 复活 节的到 

来 给义律 多留了 几天的 机会。 4 月 30 日， 英国内 阁开会 ，决定 

召冋 义律， 而从印 _国 不久的 璞鼎查 ，再 次被派 往远东 ，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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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权代表 一职。 巴麦 尊显然 颇看重 璞鼎査 在东方 的经验 、手腕 

和 勇气， 相信 为英国 权益找 到了一 位“能 手”。 © 

1841 年 5 月 31 日 ，璞 鼎査收 到巴麦 尊的最 后一份 训令。 6 
月 5 日 ，他离 开伦敦 ，搭 船入 地中海 ，由 陆路过 苏伊士 （当 时运河 

尚未 开凿） ，于 7 月 7 日到达 孟买。 他在孟 买呆了  10 天， 与印度 

当局 协调侵 华事宜 ，再于 7 月 17 日 出发， 8 月 10 日到迖 澳门。 © 

与他同 船到达 的还有 ，新 任远 征军海 军司令 、东印 度舰队 总司令 

海军少 将巴加 （William  Parker) o 

从伦敦 到澳门 ，璞 鼎査 在途中 仅用了  67 天。 这一破 纪录的 
速度， 使当时 在华的 商船主 们大为 吃惊。 很可能 义律也 在吃惊 

的人 群之中 ，因为 t5 月 3 日发出 的召其 回国的 指令， 8 月 S 日才 

到达他 的手中 ，而 两天 后继任 者便站 在他的 面前了 。 

璞鼎 査的快 速到达 _ 表明了 英国此 时在轮 船技术 、地 理知识 

和殖民 体系诸 方面的 进展。 这比 起林则 徐由北 京到广 州花费 

63 夭， 琦善的 56 天 ，奕 山的 57 天， 多不了 几天。 若除去 璞鼎査 

在孟买 停留的 10 天 ，反 是英方 更快。 科学 缩短了 空间的 距离。 

东 、西 两个大 国越来 越近。 清 朝今后 将会越 来越快 、越来 越强地 

承受到 西方的 压迫。 

然而， 璞 鼎査此 后展开 的军事 行动， 速度更 1*， 显示 出与义 

律迥然 不同的 风格。 

义律的 罢斥， 是英国 政府认 为他没 有照章 办事， 璞鼎 査接任 

此职 ，亦 接手了 英国政 府先前 的各项 训令。 除此之 外，巴 麦尊还 

特别 指示： 

一

、

 

 

英
军
重
 

新
占
领
 

舟
山
。
 

二 

、

 

不

在

 

广东进 行交涉 ，谈 判地 点应在 舟山或 天津。 

三

、

 

 
交涉对 象应是 中国皇 帝畀以 全权的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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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赔 款总额 （鸦片 、商欠 、军 费） 不低于 300 万英镑 (约 合银 

元 1200 万）。 

五 

、
 
劝
说
 清政府 允许鸦 片贸易 合法化 。④ 

根 据上述 训令的 原则， 璞鼎査 不应在 广州多 作停留 ，而 应迅 

速移 师北上 ，将战 火燃及 北方。 

1841 年 8 月 12 曰 ，璞鼎 査在其 到达的 两天后 ，召开 军事会 

议 ，决 定了北 上的军 事行动 计划。 8 月 21 日 ，英 军除留 一部占 
领 香港外 ，主 力向北 开进。 8 月 22 日，璞 鼎査本 人亦搭 上了北 

攻 的战舰 。⑤ 

英 军此番 的第一 个目标 ，仍是 义律策 划已久 ，终 未如 愿的厦 

门。 

英军开 始了新 的军事 行动， 清廷仍 是蒙在 鼓里。 因为 ，奕山 

再次 行骗。 

1841 年 8 月 10 日 ，璞鼎 査在其 到达的 当天， 向两广 总督祁 

煩发出 了两道 照会。 ©8 月 13 日 ，璞 鼎査的 秘书麻 恭少校 （G.A. 

Malcolm) 将 之送往 广州。 8 月 14 日 ，麻恭 与余保 纯会谈 。© 

尽管 当时英 人在照 会中的 汉语水 平仍未 有很大 的提高 ，由 

此而 可推论 双方在 会谈中 亦有诃 不达意 之处, 但是， 所有 的史料 

都证明 ，奕 山等人 至少在 下列五 点上是 明白无 误的： 

一
 

、

 

璞

 

鼎

査

是

 

奉

有

英

 

国

君

主

 

“

敕

书

 
”

的

新

 
任

“

全

 
权
”
"
 
公

使

大

 

臣”， 
并兼任 

驻中国 
“领事 

'义 
律即将 

回国。 

二

、

 

 

璞鼎査 只与清 方的“ 全权” “大宪 ”谈判 ，并以 “结约 ”来结 

束中英 
战争。 

三 

、

 

双

方

 

谈判的 基础仍 是<  巴麦尊 致中国 宰相书  >中 的各项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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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谈判 在未获 英方满 意的结 果之前 ，英 军将由 粤“北 上”， 

不 停止其 进攻。 

五 

、
 
要
 求广东 官员将 以上情 况报告 朝廷。 

毫 无疑问 ，奕 山等人 若是真 的将这 些情况 上奏道 光帝， 那将 

戳 穿自己 编造的 骗局。 

我在 第四章 中已经 提到， 由 于奕山 的种种 谎言， 使得 道光帝 

誤以 为战争 已经大 体结束 （虽然 不那么 体面） ，而 璞鼎査 的重开 

谈判 、订 立条约 、钦派 “全权 ”大臣 等要求 ，再 也遮 盖不住 奕山先 
前 的不实 之词。 为及时 补救， 奕山再 次派出 余保纯 ，携带 祁埙的 

照会 前往澳 门， ® 与 璞鼎查 交涉。 

在“ 天 朝”以 往辉煌 的 对外交 往史上 ，从 来就是 “天朝 ”官员 

不 屑于接 见“夷 目”。 义律谋 求已久 的两国 官员直 接面谈 ，终于 S 

在禁烟 运动中 林则徐 派出余 保纯后 IW 成为 平常。 从 此之后 ，义 

律从未 拒绝过 “天朝 ”官员 的求见 ，不 管局 势如何 有利于 英方而 

不利于 清方。 此次 ，身 力“夷 目”的 璞鼎査 ，却 反过来 摆出一 副如 

同“天 朝”般 的架子 ，拒见 任何清 方没有 “全权 ”头衔 的“天 朝”官 

员。 8 月 18 日 ，余 保纯抵 达澳门 ， 没见 到璞鼎 /查， 接待他 的还是 
_书 麻恭。 

可是， 这一切 ，到 了奕山 等人的 奏折中 ，味 道就全 变了。 

1841 年 8 月 23 日 ，即 璞鼎査 北上的 第二天 ，奕山 、齐慎 、祁 

境 、怡良 ® 四人联 衔上奏 ，施 展了种 种障目 手法： 

首先 ，他们 隐匿了 璞鼎査 的主要 职务—— 全权公 使大臣 ，即 

全权 代表， 仅 谓英国 更换“ 领事'  按照 当时的 术语， “领事 ”是指 

管理 来华商 贾船梢 事宜的 “对华 商务总 监督” ，又 据邓廷 桢先前 

的解释 ，它与 “大班 ”名异 实同。 全权代 表一职 的隐匿 ，实 为要 
害， 因 为可隐 匿璞鼎 查来华 的真正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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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他们 隐匿了 璞鼎查 拒见余 保纯的 事实， 谎称新 领事于 

8 月 15 日便乘 船出洋 （整整 提前了  7 天）， 由此不 仅瞒住 了受辱 

的真相 ，而 且从时 间顺序 上来看 ， 8 月 14 日麻恭 至广州 ， 8 月 15 

日 璞鼎查 放洋， 奕 山等人 无论如 何也无 机会见 到这位 新领事 ，弹 

指间便 推卸了 未能及 时劝阻 “夷目 ”北行 猖獗的 责任。 

再次， 按照 他们的 分析， 义 律的撤 职是因 其“连 年构兵 ”而获 

罪 （天 晓得 这一罪 名是怎 么想出 来的） ，他对 此极为 不满， 于是不 
告诉 璞鼎査 已获准 通商的 恩旨。 璞 鼎査不 明实情 ，也不 等待祁 

项 的复照 ，“出 洋北驶 ”是上 了 义律的 当。 璞 鼎査若 北上“ 恳求马 

头 '极可 能开炮 启蚌， 而一旦 如此， 通商 再断， 兵衅 不息， 他就犯 

了 与义律 同样的 错误， 义 律正好 “为己 卸职” （这真 是一个 让今人 

叹服的 想像力 极丰富 的大胆 “分析 ”）。 

至于 此事的 处理， 奕山等 人奏称 .余保 纯向“ 副领事 ”麻恭 

(莫 名其妙 由秘书 升职） 传谕 ，大 皇帝己 恩准照 旧通商 ，“ 何能别 

有干求 ，再行 北往'  而 麻恭听 到这秦 劝谕， 频频 “点头 称善” ，但 

又称璞 鼎査出 洋 之后恰 遇连日 南风 ，恐已 行远， 如能“ 中途 赶上， 

定当 遵谕传 知”。 接着 ，余保 纯又传 谕前领 事义律 ，义律 亦称将 
“ 遵谕寄 信劝阻 

在 整篇奏 折中， 奕山一 字未提 璞鼎查 的真正 使命， 一 字未提 
英 军北上 后将展 开军事 行动， 尽管奕 山还是 向福建 、浙江 官员吹 

了风。 ©与 真实完 全相反 的是， 奕山 笔下的 麻恭、 义律， 一 副“情 

词恭 顺”的 态度。 还须注 意的是 ，奕 山在此 预设了 铺垫， 即便英 
军 在北方 出现， 那也不 是他的 责任， 因 为连日 南风 使麻恭 追赶不 

及 ，璞鼎 査没有 能够听 到他的 劝告！ 至于 广州战 败后的 奕山一 
义 律停战 协定等 情事， 依 旧被捂 得严严 实实。 

奕 山再次 展示出 其 捏谎的 胆量和 才华。 

331 



就在奕 山等人 在广州 苦心构 思奏折 的当日 ，北 京的 道光帝 

收 到了浙 江巡抚 刘韵珂 的奏折 ，谓： 听闻英 军有北 上浙江 报复之 

讯 (仍 是先前 义律的 计划， 与璞 鼎查无 涉）， 要求浙 江不遵 7 月 

28 日的撤 兵谕旨 ，不 撤退 防兵。 完全 为奕山 摆布的 道光帝 ，对 

此说 法根本 不信， 谕旨中 严词驳 诘:“ 试思该 夷果欲 报复， 岂肯透 
漏 传播？ 既 属风闻 ，从 何究其 来历？ 至 所称确 探夷情 ，如 果驯顺 

并 无来浙 之意再 撤防兵 ，所 见尤为 迂谬！ 著裕谦 仍遵前 旨裁撤 
h 

防兵 ，以 节糜费 。”⑫ 在这段 圣旨中 ，我 们不 仅可看 到专制 君主的 
强词 夺理， 而且可 潲出道 光帝对 奕山谎 言的中 毒程度 。 

1841 年 9 月 5 日， 道光帝 收到前 叙奕山 等人的 奏折， 自然 

无法看 清局势 之严峻 ，谕旨 “加意 防卫” ，⑬ 但仅仅 局限于 广东， 
同 S 并无 给闽 、浙 、苏 、鲁 、直、 盛京各 沿海将 军督抚 同样的 指示。 

大概 道光帝 仍认为 ，璞鼎 査的“ 北驶” ，仍不 会出广 东沿海 的范围 
吧。 

道光帝 的这道 谕旨下 发之日 ，正 是英 军攻陷 K 门后 主力再 

次北进 之时。 8 天后 ，飞奔 的驿马 带来厦 门失守 的消息 ，道 光帝 

大惊 失色。 

奕山的 谎言， 虽 使他自 己再一 次免受 卮运， 却 使这个 国家陷 

于一场 新的灾 难之中 。 

二 厦门 的石壁 

尽管 奕山的 谎言骧 住了道 光帝, 但 却没有 骧过他 的邻居 、督 

闽的颜 伯焘。 当英 军的舰 队乘风 而至时 ，颜伯 焘在® 门 正严阵 

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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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伯焘， 广东连 平人， 世代 官宦， 祖父和 父亲， 都是清 朝一、 

二品 大员。 他 1S14 年 中进士 ，入翰 林院， 散馆后 充编修 等职。 

1822 年， 放外任 ，授 陕西延 榆绥道 ，后 历陕西 督粮道 、陕 西按察 

使 、甘肃 布政使 、直隶 布政使 等职。 曾在平 定张格 尔之役 中办理 

军需、 报销等 事务， 获得 道光帝 的好评 。⑭ 

1837 年 ，颜伯 焘迁云 南巡抚 ，隶 于云南 总督伊 里布。 1839 

年 伊里布 改两江 ，他曾 一度兼 署云贵 总督。 1840 年 9 月 ，道光 

帝罢免 邓廷桢 ，手 中已无 大将, 便调出 颜伯焘 来执掌 闽浙。 

顔 伯焘奉 旨后， 立 即进京 请训， 三 9 之内， 五蒙 召见， “荷海 

之 周详， 实 铭心刻 骨”。 道光对 他也颇 抱希望 ， 在 其谢恩 折上朱 

批： “一切 俱应认 真整顿 ，勉 力而行 ，以副 委任， ’© 

从颜 氏的一 生来看 ，他 似乎算 不上什 么杰出 人物， 为 政不过 
平常。 但 在王朝 政治中 ，圣上 的隆恩 ，也确 实会激 起臣下 报答的 

狂热。 他尚未 到任时 ，就 做出 了一件 令人刮 目相看 的事。 
1841 年初， 颜伯焘 在赴任 途中经 过常州 、杭州 ，分别 会见了 

江苏巡 抚裕谦 和浙江 巡抚刘 韵珂。 英军久 据定海 ，伊里 布按兵 

不动 ，激 起他的 愤怒。 于是， 他与刘 韵珂联 名上奏 ，要求 启用林 

则徐 /‘会 同伊里 布筹办 一应攻 剿事宜 伊里布 是颜伯 焘在云 
南多年 的上司 ，颜氏 这种翻 脸不认 老长官 的做法 ，不 太合 乎当时 

官场的 规矩， 但表露 出其心 中的王 朝利益 与个入 恩怨的 轻重。 

1841 年 2 月 17 日， 颜伯焘 来到福 州任所 ，稍作 布置后 ，便 

根据 道光帝 的旨意 ，前 往泉州 ，部署 防务。 ® 然而， 他此时 敏锐地 

感觉 到厦门 的特殊 地位， 竟 将全省 事务破 例地交 由已委 新职的 

福建 巡抚代 拆代行 他本 人全身 心地投 入到厦 门的防 卫建设 

中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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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位于 福建的 南部， 是一 个罕见 的天然 良港, 北距 历史上 

有 名的国 际大港 泉州仅 80 公里。 清取 代明后 ，泉州 衰败了 ，厦 

门异军 突起， 一度成 为清朝 对外开 放的通 商口岸 之一。 即使清 
政府对 外封闭 厦门后 s 其 航运业 、造 船业， 因与台 湾的商 贸关系 

而得以 维持和 发展。 至于 民间航 运业主 和商人 ，与 东南亚 、日本 

等 地的经 贸往来 ，从未 间断。 他们的 商业勇 气和航 海经验 ，在当 

时的中 国出类 拔萃， 使得这 个几乎 3出 石头的 地方， 形成 了繁华 

的 市而。 可以说 ，在 鸦片 战争前 ，厦门 是仅次 于上海 （国 内贸易 

为主) 和广州 （国 际贸易 为主） 的中国 策三太 航运业 中心， 成为英 

方 所谋求 的通商 口岸。 

就军事 而言， 由于清 朝对台 湾郑氏 、三藩 耿氏的 战争， 以及 

连绵不 断地平 定海盗 的战事 ，厦 门的地 位十分 彰显。 清 朝第一 

支 大型海 上武装 力量的 指挥部 —— 福建水 师提督 衙署， 便设在 

此地。 厦 门及其 附近驻 有水师 提标共 计五营 4300 人 

正 如长得 太快的 婴儿， 衣服往 往跟不 上趙， 厘门虽 只是一 
个而 积仅有 109 平方 公里的 岛屿， 非 府非州 非县, 行政 区划上 

隶属于 同安县 (今 天正好 相反， 同安正 为厦门 市的属 县）； 但清 

政府 却派兴 泉永道 （ 管理 兴化府 、泉 州府、 永春州 ） 驻此 ，并以 

泉州府 的同和 在此开 署， 直接治 理此地 ，称 厦门海 防同知 。同 

安 知县为 正七品 ，厦防 同知为 正五品 ，厘 门地属 同安而 地方官 

品秩高 于同安 ，这 正是太 大的身 躯需要 相应的 衣裳。 事 实上， 

同 安知县 一直管 不了这 一区域 。从 这个意 义上讲 ，厦门 很早便 

是“特 区”。 

1841 年 3 月 2 日， 颜伯焘 抵达厘 门。 他虽不 会有近 代国际 

经贸 的眼光 ，从 航运业 、商业 的繁荣 ，看到 英方觊 覦厦门 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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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但是， 1840 年 7 月和 8 月的两 次厦门 之战， © 以及 从广东 

传来的 英方欲 辟厦门 为通商 口岸的 流言， 使他直 观地感 到此地 

将 来必有 一战。 于是 ，他 决计亲 驻此地 ，部署 防务。 在他 和兴泉 
永道刘 耀椿、 新任水 师提督 窦振彪 三位大 员的操 办下， 厦 门从此 

幵始了 史无前 例的规 制宏大 的防御 工程的 建设。 

在鸦片 战争前 ，厦门 的防御 工事微 不足道 ，近乎 于零。 在厦 

门岛 的南岸 ，有一 座炮台 ，俗 称“ 大炮台 '但 仅“大 ”到平 时守兵 
25 名 ，该 岛西北 部的高 崎炮台 ，平 时守兵 30 名， 诙岛东 南部的 

黄厝 炮台， 平时守 兵只有 1 名。 ㉑第一 次厦门 之战后 ，邓 廷桢加 
强厦 门岛的 防御， 在厦门 岛南岸 、鼓 浪屿、 海澄县 （今 属龙 海县) 

屿 仔尾， 紧急修 建炮墩 （即 沙袋炮 台）， ® 共安设 火炮分 8 位， 在 

厦门 岛南岸 一带部 署防兵 1600 佘名， 另雇勇 1300 佘名 协防。 © 
邓廷桢 的这些 措施， 无疑 强化了 厦门的 防御。 

可是， 颜 伯焘对 此并不 满意， 他喜欢 的是大 手笔。 

邓 廷桢等 人督建 的炮墩 ，濒海 竖立已 达半年 ，这 种临 时性的 

工 事 ，经 风雨海 潮冲刷 ，“沙 囊久则 腐散'  颜伯 焘干脆 将之拆 
除 ，另开 新张。 

花岗岩 是当时 世界上 最结实 的建筑 材料， 福 建南部 又是其 

著名的 产地。 颜伯潦 以花岗 岩代替 沙袋， 在廈门 岛南岸 （今 厦门 

大学一 带）， 用 世界上 最结实 的材料 构筑当 时中国 最坚固 的线式 

永久性 炮兵： [:事 —— 石壁。 

"  据颜伯 焘的奏 折， 石 壁长约 16 公里， 高 3.3 米 ，厚 2.6 米， 
每隔 16 米留 一炮洞 ，共安 设大炮 100 位。 为了防 止英舰 炮火击 

中石 壁炸起 X 石伤及 守军， 在 石壁的 外側， 护 以泥土 ，取“ 以柔克 

刚” 之意。 石 壁之后 ，建 有兵房 ， 供守军 栖居； 而在 石壁、 兵房的 

侧后 ，又建 有围墙 ，作为 防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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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厦门 的石壁 

英 军的一 名军事 工程师 ，.战 后考 察石壁 的结构 ，对它 的防炮 
能力和 坚固程 度作了 很高的 评价。 他还在 其著作 中对石 壁作了 

绘图 ，使我 们今天 可以很 清楚地 看到这 种工事 的内部 构造。 ©另 

一 名英军 军官， 对石 壁防炮 能力的 评论， 颇具 文学色 彩：“ 就凭所 

以 使炮台 坚固 的方法 ，即使 战舰放 炮到世 界的末 H， 对守 卫炮台 

的人 ，也极 可能没 有实际 的伤害 ”®。 尽管石 壁仍有 其缺陷 ，但 
就其坚 固程度 和防炮 能力而 言， 确 实在当 时的中 国是无 与伦比 

的。 
除石 壁主阵 地外， 颜伯 焘又在 石壁以 东以西 、 鼓浪 屿岛 、屿 

仔尾 ，兴 建了多 座炮台 ，使 厦门岛 南岸、 鼓浪屿 、屿 仔尾三 处各炮 

兵 阵地共 279 位 火炮， 形成了 三点 交叉火 力网, 迎击 由厦门 南水 

道 入犯的 敌寇。 根据沙 角之战 的教训 (情报 不确切 ，后 将分 析）， 

颜伯 焘在厦 门岛的 北岸和 东岸， 部 署防兵 1410 名， 配 置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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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位 ，准备 与敌登 陆部队 交战， 掩护厦 门岛南 岸主阵 地的安 

全 U 

为 r 防出 英军以 小船从 厦门北 水道， 绕行攻 击厦门 西水道 

(即 赏箠 内港〉 ，颜 伯焘又 在厦门 岛西北 角的高 崎一带 ，派 驻哨船 

10 艘 ，兵丁  300 名， 护卫 西水道 （以上 地理形 势及军 事部署 

可参见 后图） 

大 约到了  1841 年 4 月底， 颜伯焘 大体完 成了以 上部署 ，仍 

觉得不 满足。 于是 ，他 决定扩 大防御 范围， 在厦门 南水道 的外围 

岛 链设防 ，御敌 于国门 之外。 

S 门 岛的外 侧是大 、小 金门岛 ，清军 亦设有 金门镇 ，在 此防 

御。 金门岛 以南， 有大担 、二担 、青屿 、浯屿 诸小岛 ，如同 一条链 

条， 扼守 廈门南 水道。 顔伯 焘在上 述四岛 上建造 起“石 堡”， 即圆 

型石 筑炮台 ，移清 军一营 分驻。 又由 于上述 各岛相 距较远 ，当时 

的火 炮射程 有限， 难以 形成可 配合作 战的交 叉火力 ，颜伯 焘又兴 

建大型 战船， 协同各 岛共同 御敌。 对此 ，他 的作战 预案是 ：英军 

舰 船若从 外海闯 入厦门 南水道 ，外围 岛链“ 各岛开 炮轰击 I 则大 

船 亦开炮 迎击, 小船 分驶焚 攻”， 从外 围就击 退来犯 之敌。 ® 

到了  1841 年 8 月厦门 g 战前， 颜伯焘 已完成 在外围 岛链各 

岛 上的“ 石堡” 工事， 并建造 k 型战船 、置办 商船共 50 艘。 但“石 

堡” 及战船 所需的 1300 位火 炮尚未 铸就， 结果是 “空台 空船” ，颜 

伯焘的 外围决 战方案 只得 放弃。 © 

通过以 上措施 ，颜 伯焘 在厦门 一带共 安设了  400 位 以上的 

岸炮， 部署了  5680 名 守军； 在清 军无力 设防的 地区， 另雇勇 

9274 名 ，各保 地方。 可以说 ，厦门 已经成 为清王 朝疆域 内最强 

大 的海防 要塞之 一。® 

如 此不厌 其详地 叙说颜 伯焘的 种种筹 防措施 ，目 的 在于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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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后 来某些 论著中 对颜氏 的不利 评论， 我 们从颜 伯焘的 上述表 

现 中可以 判定， 他 已竭尽 其智力 、能力 、权力 、财 力， 确实 不遗余 

力。 就当 时的条 件而言 ，他 已无可 指责。 

当然, 世界上 的一切 事情均 取决于 两大因 素：一 是时间 ，一 
是 金钱。 

就前 者而言 ，从 颜伯焘 到任至 开战， 将近有 半年的 时间， 他 

比琦善 、伊 里布 、杨芳 、奕 山等人 要从容 得多。 
I 

就后者 而言, 与苛俭 的道光 帝相反 ，颜 伯焘是 个花钱 能手， 

用起银 子来如 同流水 一般。 
1840 年 初邓廷 桢出任 闽浙总 督时， 为 加强沿 海巡缉 ，捉拿 

鸦片 走私犯 ，动 用泉州 、漳 州库银 1.5 万两。 鸦片 战争开 始后， 

调 派防兵 、修 筑工事 ，在在 需要经 费^ 邓 廷桢于 1840 年 7 月小 

心翼翼 地上奏 道光帝 ，请 求在福 建藩库 中借银 10 万两 以充军 

费 ，将来 从福建 官员的 养廉银 中分年 扣还。 道光 帝批准 了此项 

军费 ，并 大方地 允准“ 作正开 销”， 将来不 必扣还 
可过了 没多久 ，这 10 万两银 子耗尽 ，邓 廷桢不 得不于 184D 

年 9 月再 次出奏 ，请款 15 万两。 当这份 奏折送 至北京 时， 正遇 

英 军从天 津南下 ，局势 缓和， 道光帝 命令各 省撤防 ，又碰 上道光 

帝此 时对邓 廷桢一 肚子气 ，上谕 中大骂 了一顿 ，没 有批准 

到了坫 41 年 1 月， 福建 巡抚署 理闽浙 总督吴 文镕实 在支撑 

不 下去了 ，他虽 已动用 了漳州 、泉 州库银 6 万两 t 但杯水 难救车 

薪。 于是 ，他硬 着头皮 上奏， 请求动 用福建 藩库银 20 万两 ，动拨 

邻近 省份银 20 万两。 此时正 值道光 帝一意 主“剿 '吴文 鎔的请 
束得到 了批准 

至此， 福建军 费银达 50 万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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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伯 焘 决不如 此小家 子气。 

他上任 未久， 便奏 请户部 拨银， 狮子开 大口， 一 要就是 100 
万。 连 同先前 的数字 ，福建 的军费 银达到 150 万两。 更 为出格 

的是 ，他不 顾清朝 以往的 成规， 要求增 加防兵 的盐菜 P 粮银 。抠 

门的 道光帝 恐福建 创例， 广未 、浙江 会援弓 [， 便 让其“ 核减节 

省” 可颜伯 焘居然 不买账 ，仍坚 持己见 ，结 果由军 机大臣 、户 
部尚书 在他的 要求上 打了个 折扣， 才算 了事。 ©颜 伯焘由 此而动 

肝火， 干脆一 不做， 二 不休， 不 顾原先 的户部 、兵部 、工部 〈钦 定军 

需 则例〉 ，自 己制定 了一部 《军 需章程 > ，共计 有 40 条 之多， 对粮 

饷 、工价 、料费 、运费 等项另 订标准 遵旨 议复的 军机大 臣们对 

颜氏此 举甚为 不满， 复奏 时捎带 讥议。 ® 道光帝 见此， 在 上谕中 

对颜伯 焘发出 警告， 要他“ 力加撙 节”。 @可 过了没 有多久 ， 150 
万 两银子 将罄， 新任福 建巡抚 刘鸿翱 根据颜 伯焘的 指示， 在厦门 

失守 后的第 7 天， 上奏请 求再拨 军费银 300 万两!  ® 

这 么多的 银子堆 上去， 厦 门的防 御工程 理应有 较大的 起色。 

有时间 、能 花钱 ，颜伯 焘的实 绩出众 ，实属 他的机 遇较他 人为优 。 

不过， 话又得 说回来 f 这些 每子是 否真花 于实际 ，却 是大有 疑问。 

历来 的军务 、河工 、赈灾 ，都是 经手官 员中饱 私囊的 渊薮。 而颜 

伯焘于 此嫌疑 最大。 

1842 年初 ，颜伯 焘免职 还乡。 时 任汀漳 龙道的 张集馨 ，详 

细记录 了 他路过 漳州的 情况： 

“前 帅回粵 ，道经 潦械。 二月杪 ，县 中接上 站差信 ，预备 

夫马 供张。 至初 一曰， 即有扛 夫过境 ，每日 总在六 七百名 & 

至初十 EU 佘 与英镇 迎至十 里东郊 ：大雨 如注。 隨 帅的兵 

役 、抬夫 、家属 、舆 马仆从 ，几 三千名 …… (重点 为 引者所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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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伯焘于 1841 年 2 月 到任， 次年 1 月 免职。 在 这仅仅 的一年 
中 ，辎重 就有如 此许多 （其 中亦 包括包 揽客商 货物， 动用 驿站车 

马 人伕而 赚钱等 情事） ，真 可谓搜 刮有道 无度。 其 中果无 取之海 

防银两 者耶？ 

不过 ，还 应说明 ，在当 时的政 治操作 中，“ 贪官” 与“忠 臣”并 
不 矛盾。 颜伯 焘的这 种贪婪 ，并 不妨碍 他对清 王朝的 忠诚。 

尽管颜 伯焘全 力倾注 于厦门 的防务 ，但 目光 又时时 扫瞄广 

东， 留 心于那 里的“ 夷情” 变化。 
1841 年 6 月 奕山讳 败言胜 的捏谎 奏折， 激起 了这位 意气療 

然的 疆臣的 义愤。 他于 7 月 14 日上 奏披露 真相， 随奏不 仅附呈 

了王 庭兰致 曾望颜 信函、 广东人 民誓词 2 件 、英 方文示 5 件 （可 

谓 铁证如 山）； 而且译 密片保 荐裕谦 、林 则徐“ 可当广 东之任 
可是， 他 的忠烈 之举不 仅没有 获得半 年前怡 良弹劾 琦善的 效果， 

反于 8 月 13 日收到 道光帝 因广东 军务大 定而命 福建酌 撤防兵 

的 谕令。 ® 
颜 伯焘手 中握有 真情， 而 对撤兵 圣旨， 仍不惜 于另作 手脚。 

他压了  10 多天后 ，于 8 月 25 日复奏 称:他 已下令 福建各 地官员 

“履勘 ”< 一）， 等各 处禀报 到齐后 （二） ，再 据“ 广东情 形略有 定局” 

(三） ，由 他“ 酌议” （四） ，再" 请旨” （五） 。⑭如 此繁杂 的五步 程序, 

到 头来还 是一兵 未撤， 只是 上报了 他准备 撤减的 兵额让 道光帝 
确认。 很显然 ，他 的目 的是拖 延时间 ，让时 间来证 明他的 正确。 

就 在颜伯 焘发折 的当日 晚上， 璞鼎査 率领的 英军舰 队果然 

开 到厦门 口 外。 

英军再 犯厘门 ，本在 颜伯焘 的意料 之中。 他并 不为此 而惧， 

度 觉有机 会立功 疆场。 对 于度门 的防务 ，他极 度自信 ，虽 说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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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链防御 尚未部 署完毕 ，但 岛 一带却 已固若 金汤。 他曾经 

在 ■奏 折中得 意洋洋 地宣称 ：“若 该夷自 投死地 ，惟 有痛加 攻击， 

使其片 帆不留 ，- -人 不活， 以 申天讨 而 快人心 局势已 经是火 

烧屁股 ，颜 伯焘 仍浑然 +觉。 他的这 种自信 ，是因 为他坐 在无知 

千近代 军事技 术和战 术的愚 昧的厚 垫上。 

知识 给人以 力量， 愚昧也 给人以 力量, 有时甚 至是更 大的力 

量。 然而 ，愚昧 的力量 再强大 ，仍只 是妄动 ，妄动 能产生 一种强 

大的 破坏力 t 使国家 和民族 蒙难， 但 却不能 战胜近 代化的 敌人。 

厦门 n 外的 英军， 正 是一支 颇具规 模的近 代化的 部队， 共 有战舰 
10 艘， 载炮约 310 门 ，武 装轮船 4 艘， 运输船 22 艘 ，载送 陆军第 

18 团 、第 26 团 、第 49 团 、第 55 团等部 ，共 计有 2500 人， 

8 月 25  HI 晚英军 到迖后 ，当即 由巳有 入港经 验的布 郎底号 

舰长胞 祖引导 ，穿 过外 围岛链 ，驶 入厦门 南水道 P 浯屿等 外围各 

a"
 

岛的清 军虽开 了几炮 ，但 因防御 工程未 完工， 火力 不足， 未起任 

何 作用。 英 军也未 理睬。 

8 月 26  口清晨 ，英全 权代表 璞鼎查 、海 军司令 巴加、 陆军司 

令郭 富乘轮 船侦察 r« 门设 防情况 ，制定 了作战 计划。 颜伯焘 

派出 一位曾 在外洋 做过生 意的陈 姓商人 ，前往 英军锚 泊水域 ，诘 

M 来意。 英 方交付 一份由 璞鼎查 、巴加 、郭 富联合 签署的 致福建 

水师提 督的最 后通牒 ，要 求让出 “ 厦门城 邑炮台 ”。® 颜伯 焘对此 
不 予理睬 ，未 作答复 。 . 

8 月 26 日下午 1 时 45 分 ，港内 风起。 英军 各舰船 纷纷起 

铺扯 帆开动 ， 发起 进攻。 颜伯 焘坐镇 厦门岛 ，亲自 指挥厦 门岛南 

岸、 鼓浪屿 、屿 仔尾守 军开炮 ，“三 面兜击 ”来犯 英军。 
就英军 的战术 而言， 其 在厦门 之战如 同广东 诸役， 仍 是以优 

势舰炮 对清军 备炮台 ，陆 军从 炮台翼 侧登陆 攻击。 英军 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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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厦门防 御作战 示意图 

战术 ，再获 成功。 

在鼓 浪屿： 英舰与 该岛清 军炮台 展开了 激烈的 炮战。 此时， 

双方火 炮的数 量比为 106:76, 英 方在数 量与质 量上均 远胜清 

军。 英 舰经过 1 小时零 20 分钟 的炮战 ，基 本打哑 鼓浪屿 岛上的 

3 座清军 炮台， 其陆军 从该岛 最东端 炮台的 右翼沙 滩登陆 ，攀越 

山 岩和其 他障碍 ，从清 军的侧 后发起 冲击。 守台清 军全无 凭障， 

以鸟枪 、弓箭 乃至石 块还击 ，终 不支 而退。 英军 占据各 炮台。 

在 厦门岛 南岸: 英军轮 船及军 舰在石 壁正面 和东西 两端分 

别轰 击清军 炮台。 英军火 力的绝 对优势 ，使 厦门 岛南岸 的清军 

阵地完 全沉没 于炮火 的硝烟 之中。 至下午 3 时 45 分 ，英 陆军在 
342 



石壁以 东的沙 滩登陆 ，随 即由 东向西 进扑。 15 分钟后 ，坚 固的 

石壁 阵地虽 未被英 舰的猛 烈炮火 击垮， 却 因侧后 来袭的 英陆军 

而 陷落。 未久 ，厦门 岛南岸 清军各 阵地均 告失守 & 

坐镇督 战的颜 伯焘， H 睹锐不 可挡的 “逆夷 ”凶焰 ，忍 看这半 

年 的种种 努力转 瞬间化 为灰烬 ，与兴 泉永道 刘耀椿 “同声 一哭' 
到了 此时， 他由战 前的极 度自信 转为极 度恐惧 ，率 领文武 官员夜 

渡 ，逃往 同安。 岛上 清军失 去指挥 ，陷 于混乱 ，纷纷 溃散。 而英 

军 W 天色 已黑 ，占领 厦门城 © 东北的 高地后 ， 便停止 进攻。 

8 月 27  EI 清晨 ，英 军攻击 厦门城 ，但进 至城墙 ，发现 守军全 

逃， 不 战而据 该城， 并派 兵搜索 全岛。 © 

此战， 清军战 死总兵 1 员， 副将以 下军官 7 员 ，士兵 的伤亡 

数字虽 无准确 统计， ⑩但 从战前 派驻和 战后回 营的数 B 来看 ，共 

i 十减员 W4 名。 而 英方的 报告称 :英军 仅战死 1 人 ，受伤 16 人。 

这 一仗真 正输到 了家。 

让 我们冷 静地思 考一下 ，厦 门之战 的惨败 ，能 完全归 结于颜 
伯 焘吗？ 在当 时的条 件下， 还能指 望颜伯 焘再做 什么？ 在颜伯 

焘 督闽的 半年中 ，厦 门的防 务和清 军的士 气不是 已有很 大的改 

观吗？ 厦门之 战的事 实提所 着人们 ，不 是消 除了某 些陋习 、振作 

纲纪就 能解决 问題， 不是 撤换了 某些不 力人士 、起 用一批 能人就 
能解决 问题。 问题的 症结， 在于近 代化。 

世界 军事史 表明， 仵正规 作战中 ，对近 代化的 敌人只 能用近 

代化 的手段 来取胜 

当然， 今天我 们若严 格地从 军事学 术上进 行检讨 ，颜 伯焘也 

绝非无 可揹责 。 

设 n 之战 的第一 阶段， 是 英军的 舰炮与 清军的 岸炮之 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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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 火炮的 质量占 有绝对 重要的 位置。 虽说厦 门清军 的火炮 

弹药的 弊陋， 牵涉到 近代工 业技术 ，是颜 伯焘力 所不能 及的； 但 

就清方 此期已 经掌握 的技术 上， 颜伯焘 仍有未 造炮车 （炮 架） 、炮 

洞开 口两项 错误。 

战后 接任汀 漳龙道 的张集 馨透露 ：“炮 身极重 ，非数 十人不 
能拉挽 ，制军 (指颜 伯焘） 惜费， 不造 炮车。 同人 进言， 以 炮在墙 

外， 非用炮 车位回 ，则 兵丁不 敢出墙 装药。 制军言 骄气傲 ，以为 

炮即可 以灭贼 ，何 须再 装药也 尽管张 集馨的 这段话 ，有不 

少细 处失真 >©但 火炮不 置炮车 ，真 属匪夷 所思。 虽 然炮车 （炮 

架) 也是 一个复 杂的专 n 技术 问题， 清方传 统样式 的炮车 ，也存 

在 着种种 弊陋， 但颜 伯焘认 为“一 炮可以 灭贼” 而“不 造炮车 ”， 实 
谓可笑 之至。 

从前面 的英军 工程师 所绘制 的石壁 图样中 ，我 们可以 看出， 

石壁的 炮洞只 是一个 方型孔 ，并 无成扇 面状的 夹角。 梁 廷枬对 

此亦有 记载， 可为验 证：“ 台墙开 门置炮 ，墙 厚门深 ，又不 能左右 

活转 3旦 可直击 。”  ® 火炮不 能左右 转动， 就大大 限制了 射击范 
围。 而 火炮既 不能左 右转动 ，同时 也大大 限制了 炮车的 作用。 

这也可 能是颜 伯焘不 造炮车 的另一 原因吧 
尽 管厦门 岛南岸 的炮兵 阵地极 其坚固 ，但毕 竟只能 起防炮 

作用 ，其 本身火 炮缺乏 威力， 那充其 M 不过是 一个结 实的粑 

子 。⑮ 颜伯焘 战后谎 称击沉 英轮船 1 艘 、兵船 5 艘， © 实际 上全是 

子虚乌 有之事 P 当然 ，若颜 伯焘不 在炮车 、炮 洞上 犯错误 ，那也 

是局部 的改善 ，从交 战经过 来看. 仍无补 F 大局。 

厦门之 战的第 二阶段 ，是 登陆 英军与 清军的 炮战。 由浐当 

时清朝 h 下均 鄙视英 军的陆 战能力 ，颜伯 焘也不 例外。 他只考 

虑如 何与竖 船利炮 相抗， 未计及 如何防 御登陆 英军， 缺乏 相应的 

344 



T； 事和部 队„ 虽然 他也在 厦门岛 的东、 北两个 方向布 兵设炮 ，但 

所 防者非 为英军 ，而是 汉奸。 他 因错误 的情报 ，认 为沙角 之战中 

抄袭后 路者， 是英军 雇募的 汉奸。 ® 

颜伯 焘的这 神无知 ，致 使清军 在第二 阶段的 交战中 分寸大 

乱。 据 守石壁 、炮台 等工事 的清军 ，本 是以 岸炮与 英舰对 敌的， 

究遭登 陆英军 的侧后 来袭， 仅有少 数兵弁 以鸟枪 、弓箭 、刀矛 、石 

块相拒 ，甚 至肉搏 ，大部 分因战 前毫无 心理准 备而见 敌辄奔 。从 

交 战经过 来看， 本应具 有较大 危险性 的登陆 英军， 似乎比 其舰船 

还要 幸运， 并 未遇到 强劲的 抵抗。 

最最 令人哭 笑不得 的是道 光帝。 他接 到颜伯 焘厦门 失陷的 

奏折， 见有 "伪陆 路提督 郭”的 字样， © 竟然发 现了新 大陆， 即英 
军也会 陆战！ 于是 ，他 立即通 令沿海 各将军 督抚， 并下令 各地注 

重陆 路防守 :“倘 逆夷竟 敢率众 登岸， 所有火 炮及一 切设伏 机宜， 

务当先 事预备 ，操必 胜之权 ，褫奸 夷之胆 。” 战争已 经进行 了一年 
多 ，道光 帝在前 敌主帅 们的欺 蒙下， 直至此 时方得 出这种 认识， 

虽为 时已晚 ，仍不 失为亡 羊补牢 之计。 但是 ，道光 帝对此 还是将 

信将疑 ，似乎 还不认 为英军 果真有 能在陆 地上打 仗而不 会摔跟 

斗的 士兵， 上谕中 仍居然 昏言： 

“夷 人此次 到闽， 已有陆 路提督 伪官名 目， 恐其招 集闽、 
广汉奸 ，为登 陆交战 之计。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君臣无 知至此 等田地 ，战事 又焉得 不败？ 
r 

三 定海 的土城 

璞 鼎査千 净利落 地吃下 广厦门 ，却 又不 得不吐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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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进 攻厦门 ，本意 在于用 军事手 段打击 清政府 ，而 要长期 

占领 ，就 须占用 为数不 多的总 兵力的 相当一 部分， 且巴麦 尊训令 
中明 明白白 地写道 ，他 要的是 舟山， 而不是 厦门。 

可是. 要完全 吐出这 块已经 咽到喉 咙的肉 ，璞 鼎查又 心所不 

甘 ，于是 ，他 选择了 地域较 小易于 防守位 于厦门 岛西南 的鼓浪 

屿 ，留 "F 军舰 3 艘 、士兵 550 人驻守 ® ， 主力于 1841 年 9 月 5 日 
撤 离厦门 ，北上 浙江。 

此时， 站在 他面前 的对手 ，是 fe 持浙江 军务的 钦 差大臣 、两 

江总督 裕谦。 

自林 则徐去 职后， 裕谦成 为-班 力主“ 剿夷” 的官绅 士子们 

最寄厚 望的人 /可谓 是“林 则徐第 二”。  . 
裕谦 ，原 名裕泰 ，博 罗忒氏 ，蒙 4f 镶黄 旗人 ，贵 胄出身 他的 

曾祖 父班弟 ，为雍 、乾 两朝 的名臣 ，频 频出将 入相。 1754 年 ，任 

定北将 军出征 准噶尔 ，因 功由子 爵晋为 一等 诚勇公 ，后因 阿睦尔 

撒纳 复叛， 孤军五 百困守 伊犁， 兵败 自杀。 其祖父 、父 亲， 亦官至 

清朝一 、二品 大员。 

与其 他优裕 的八旗 于弟的 欢游闲 放不同 ，裕 谦在家 庭中受 

到 几乎完 全汉化 的性理 名教的 教育。 1817 年 ，他 24 岁 时屮进 

士 入 翰林院 ，很为 蒙族人 争光。 1819 年散 馆后， 以主 事签分 

礼 部补用 ，但到 1823 年 才补上 实缺。 1S27 年外 放湖北 荆州知 

府 ，后调 任武昌 知府。 年迁荆 宜施道 ，未 久迁 江苏按 察使。 

UW 丁忧 、患 病告假 两年。 1838 年复出 ，再 任江苏 按察使 ，次年 

4 月迁 江苏布 政使。 1840 年] 月， 以老成 著名的 江苏巡 抚陈銮 

病故， 又 署理江 苏巡抚 ，后 真除。 

与其 他督抚 同城的 省 份不同 ，江 苏 巡抚驻 节苏州 ，与 驻江 r 

346 



(今 南京） 的两江 总督尚 有一段 距离， 有着较 多的自 由和自 主， 
1840 年 8 月， 两 江总督 伊里布 授钦差 大臣， 前往 浙江， 裕 谦署理 

总督， 成为江 苏的最 高军政 长官。 

于是， 他 放手大 T1 一 场。 
于是， 他 接任钦 差大臣 、继 任两江 总督。 

从正 三品的 按察使 ，到从 一品的 总督， © 裕谦的 三级跳 ，仅 

仅 用了两 年零一 个月的 时间。 这颗 新升起 的政治 明星， 在当时 
的官 场上引 人注目 ，为人 看重。 

从裕谦 的履历 来看， 我 们还找 不到什 么今天 可特別 注意之 

处。 他 虽说还 算是一 位勤政 的官员 ，但 主要经 历为知 府一级 ，按 
察使 、布 政使在 清朝又 已降为 属员， 因此在 史籍上 看不到 其优异 

的政绩 他的仕 途坦畅 ，除 了机遇 特好外 （牛鉴 迁职、 © 陈銮故 

去、 伊里布 斥革） ，还 与道光 帝的用 人方针 有关。 

我在 第三章 中已经 提到， 道光帝 是一位 信奉“ 保守疗 法”的 
社会病 理学家 ，追 求调补 疗效。 他 坚信祖 宗留下 的制度 已经尽 

善尽美 ，认定 当时社 会的病 因在于 官员们 的玩忽 职守。 因此 ，他 

特 别看重 官员们 的“德 '在用 人方面 ，特别 是危难 关头， 偏爱皇 
亲国戚 、贵族 子弟。 他以为 ，这 批人世 受国恩 ，遗 传的血 液中具 

有 多量的 “夭良 ”和“ 忠诚” ，决 不会放 任国运 衰落。 在鸦 片战争 
中， 他先后 重用的 琦善、 伊里布 、奕山 、颜 伯潦、 裕谦， 以及 后面将 

会出场 的奕经 、耆英 ，均有 家世的 背景。 裕 谦的频 频升迁 ，似有 

其曾祖 父班第 的冥冥 保佑。 

然而， 裕 谦之所 以深孚 众望， 非为 其职重 位高， 更非 其血统 

高贵， 而是他 在这一 时期表 现出刚 正不阿 、嫉恶 如仇的 迷人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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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 布至浙 江后， 对武力 进攻定 海迟疑 不决。 身为 江苏巡 

抚 、署 理两江 总督的 裕谦， 不便 对其上 司采取 行动， 便向 路过江 

苏的颜 伯焘倾 泄不满 ，促成 颜伯焘 、刘 韵珂 启用林 则徐的 奏折。 

而他 更为强 劲的迂 回动作 ，就是 4 次 专折具 奏：阐 明武力 进攻定 

海之 必须， 说明攻 略定海 之战法 ，表明 其决战 必胜之 把握。 @在 

这 些奏折 中虽无 一言直 接攻击 伊里布 ，但 其中表 现出来 的忠勇 
胆略却 使道光 帝耳热 心动。 184J 年 2 月 10 日， 道光帝 授其钦 

差大臣 ，替代 伊里布 主持浙 江攻剿 ，朱 批中温 旨激励 :“正 可相时 

而动 ，克 成大功 ，用膺 懋赏。 朕惟伫 望捷音 耳。” ◎而 他到 了浙江 

后， 一纸 密片， 劾伊里 布家人 不规， 致使这 位老松 官上刑 部大堂 
受审。 

琦善在 广东的 主“抚 ”举止 ，也 使裕 谦义愤 填膺。 本 来他的 

江 苏巡抚 、钦差 大臣、 两江总 督与广 东无牵 无挂， 换一个 其他人 

即便心 有不满 ，若 非圣 垂 询也不 会表示 意见； 可他却 不如此 ■行 

事 ，一 道弹劾 琦善的 章奏不 知使当 时多少 人击节 称快。 已获罪 

斥 革的林 则徐见 之大喜 ，亲 笔誊录 一遍， 又 在上密 密麻麻 作圈圈 

点点 ，点 了总篇 幅的一 半以上 在裕谦 的笔下 ，琦 善是“ 天朝” 

的头号 奸臣， 有“张 皇欺饰 ”、“ 弛备损 威”、 “违例 擅权” 之三大 

罪。 虎门 的战败 ，全因 琦善的 “撤防 

裕谦的 这些慷 慨振奋 、不 留丝毫 情面的 言论， 不 仅使主 “剿” 

的人士 激动， 也使一 些对“ 夷”妥 协的官 员忌惧 ^ 伊里布 、琦 善吃 
过苦头 ，自不 待言。 靖逆 将军奕 山在与 义律达 成停战 协议后 ，也 

连 忙给这 位倔直 忠耿的 钦差大 臣写信 ，诉说 种种不 得已之 苦衷。 

他 生怕裕 谦会放 出不利 于他的 议论， 信中 的文句 语气不 无讨好 

叫饶的 意味。 ® 

佴是 ，裕谦 的上述 H 论， 与他后 来的行 动相比 ，又明 显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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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档 次， 他在 浙江任 匕 事事 以极端 手段处 S 之： 

曾在英 平占据 定海期 间“通 夷”的 4 名汉奸 被捕获 ，他 r 令 
处斩， 并 将首级 遍传沿 海各厅 县悬挂 示众， 以示 警尤， 震慑人 

心 。⑪ 
为了报 复英军 在定海 掘坟的 暴行， 他下 令掘开 英军的 坟墓， 

将数 百具尸 悴刨出 “判 戮”， 然后 弃之大 海。© ■ 
他 仇恨定 海曾作 为通商 U 岸的 历史， 忌恨外 国船只 不时对 

定海的 觊觎， 下令将 2 时还 遗存的 “红毛 道头” （码头 设施） 及“夷 

馆基地 ”完全 拆毁， 消除一 切痕迹 

1841 年 3 月定 海军民 捕获一 名英国 俘虏， 他一反 先前伊 

里布“ 酒肉养 瞻”的 做法， 下 令绑出 营门， “ 凌迟” 处死， 枭首示 

众 。⑭. 
而到 了后来 局势危 急时， 裕 谦的手 段更至 亍登峰 造极。 

1841 年 9 月 ，镇 海军民 捕获两 名英方 俘虜， 他竟将 “壮士 饥餐胡 

虏肉” 的诗化 语言变 为实际 ，下 令对 一名白 人俘虏 “先将 两手两 

臂 及肩背 之皮筋 ，剥取 一条” ，制 作为自 己坐骑 的马缰 ，然 后“凌 

迟枭 示”； 对另 一名黑 人俘虏 亦“戮 取首级 ，剥皮 枭示” 。⑮ 
裕 谦放出 的这些 手段， 用 今天的 标准来 衡量， 似为 残忍毒 

辣 ，与 他曾中 过进士 、入过 翰林院 的儒吏 形象亦 不吻合 ，好 像变 

了 个人。 但在 当时， 势不两 立的敌 忾致使 人们的 情绪趋 向于暴 

烈 ，而且 手段越 狠越备 受喝彩 ，道光 帝亦明 确表露 出欣赏 鼓励的 

态度。 ® 
然而， 细心的 观察又 会隐隐 感到， 裕谦 之所以 如此走 极端， 

似 还有一 层原委 ，他正 是自我 设置一 个“背 水阵％ 照其 奏折上 

的话 ，是为 了“俾 众咸知 奴才有 剿无他 '有 进无退 ，断绝 手下将 

弁的“ 首鼠两 端之念 ”！ ⑰ 这里面 还牵涉 到他的 同官， 由福 建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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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督改 为浙江 提督的 余步云 ，我 将放在 F —节 分析。 

由于 伊里布 的抢先 行动， 和平收 复定海 ，裕谦 武力攻 剿的满 

腹谋略 未有机 会得以 施展， 颇以为 憾事。 于是 ，他 到浙后 ，便精 

心部 署定海 防务， 以 能在将 来的防 御作战 中挫畋 “逆夷 ”凶焰 ，一 
M 身手。 

在裕 谦的规 划下， 定海如 同厦门 ，也进 行了史 无前例 的大规 

模的 防卫工 程建设 。 

定海 县城三 面环山 ，南 面临海 ，距城 三里。 裕 谦认为 ，前次 

定海 战败原 因在于 清军船 、炮 不如敌 ，而陆 战无所 依扎。 于是， 

他决定 在县城 以南的 瀕海地 带修筑 工事。 由于定 海不若 福建南 

图七 舟 山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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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仓易 f- 幵果 的石头 ，定 海防御 r+ 程 的主体 是土城 

土城 是用泥 抟丫 !灰 夯次 :的 线式防 御 r 車， 也 就是一 道上 
城墙。 前 P 提到 的绘制 厦门石 壁样式 的军事 程师 ，在 其回忆 

珙 巾亦行 一幅插 1钆 可大 体肴出 七城的 规制。 ©据 裕廉的 奏折， 

七城的 底宽为 12 至 W 米 ，顶 宽为 5 至 15 米 ，卨约 3 至 4 米 ，长 

约 4.8 公 它 东起靑 令山、 西至 竹山 .将 县城以 南的空 旷地带 

一 并包容 在内。 十城 设“咬 治” 、“久 安” 两城门 ，供民 人 平时出 

入。 土城 上有火 炮掩 体“十 牛”， 〗 片安设 .火 炮 80 位。 

存 :土城 的中部 ，有临 海小山 ，名 东岳 山。 裕谦 充分利 用这* 

地形 .在 山上 构筑周 氏约 440 米的砖 石结构 的震远 炮城。 在该 

炮城 的南端 ，接 筑面宽 71) 米 的半月 型石砌 炮台。 炮 台面海 ，为 

轰击来 犯敌舰 之阵地 ，炮城 S 其后， 是屯兵 护卫之 工事。 东岳山 

上 的威远 炮城及 炮台. ％ 清 军防御 阵地 之中坚 ，共 设火炮 15 位。 

土城的 西端为 竹山， 竹山之 后为晓 峰岭。 裕 谦在晓 峰岭上 

筑围 城-座 ，驻守 兵员。 土城的 东端为 青垒山 ，裕 谦亦在 此构筑 
晾台 兵房。 

土城之 后的定 海县城 ，其 城墙 亦得到 修复。 上 设火炮 41 

位 (定 海 地理及 防御 町参见 后图） 

在 修筑防 御工事 的同时 ，裕谦 义添兵 雇募。 伊里布 原派接 

收定海 的清 军共计 30()0 人， 裕谦 再加派 2600 名. 使诙地 守兵达 

到 5600 名， ©为 鸦片战 争中浙 江守军 最多的 地方。 

由于前 次作 战时， 定海 水师战 船损失 极大， 战船来 不及补 

充 、修坪 ，以 致海 上巡逻 、侦 察力量 不足， ©裕 谦计划 雇水勇 1000 

名 ，派 委官员 ，分义 -出洋 ，“或 假扮网 渔贸贩 ，出 洋巡哨 ，或 密带火 
器枪械 ，相机 焚剿'  后 刘韵珂 奏称， 实 际雇募 水勇为 580 名 

除 此之外 ，裕 谦还有 •个 庞大的 计划： C 定海茜 后事宜 卜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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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由 干英军 的到来 ，这一 计划基 本没有 实现。 ® 

如 果我们 将定海 的土城 与厦门 的石壁 作一番 比较， 那么 ，裕 
谦的 定海防 御工程 在坚固 、火 力诸方 面均远 不如颜 伯焘。 但是， 

裕谦的 豪言壮 语％- 点也不 逊色于 颜伯焘 ：（ 定海 r 从此 扼险控 

制 ，屹 若金汤 ，形 胜已握 ，人心 愈固。 …… 该逆 倘敢驶 近口岸 ，或 

冒险 登陆， 不难大 加剿洗 ，使贼 片帆不 返。”  ® 
难道 裕谦的 这种自 信 是毫无 依据， 毫无 理由， 毫无认 真的分 

析？ 也非 如此。 他的思 想很大 程度上 可以代 表当时 的主“ 剿”官 

员。 
裕谦 虽未亲 眼见过 英军， 却是英 军不善 陆战论 的有* 鼓吹 

者。 ® 定海 的设防 ，显 露出他 的这一 信念。 他将主 要兵力 集中于 
县城及 其以南 10 平方 公里的 K 域， 而 并不兼 顾面积 523 平方公 

里的舟 山本岛 的其他 地域。 他认为 ，英军 不善陆 战必然 会从距 

县城最 近的海 岸发起 进攻。 若舍 近就远 ，山 岭重重 ，正是 “我步 
卒 最易见 长之处 不难 剿灭。 定海县 城的东 、北 、西三 个方向 

皆为 山地， 他在此 (晓 峰岭 、青 垒山） 只设 置了一 些瞭台 、兵房 、围 
城。 道 光帝下 令各省 防备陆 路谕令 9 月 19 日才 到迖杭 州的刘 

韵珂， 9 月 25 日到 达镇海 的裕谦 ，但 肯定不 会到达 定海， 因为此 

时定 、镇 之间的 海面已 被英军 控制。  ^ 

战前清 朝上下 咸请英 军“船 坚炮利 '但“ 船坚” 到何种 程度， 

“炮利 ”至何 等威力 ，却 缺乏 准确的 估计。 幵战 之后， 关天培 、杨 
芳 、奕山 、林 则徐 等人经 历实战 而知之 ，但他 们或未 直言， 或语焉 

不详。 相 比之下 ，琦善 倒讲了 点真话 ， 但在 当时一 片“剿 夷”声 

中， 又 有何人 相信？ 裕 谦个人 极度蔑 视“逆 夷”的 偏误, 决 定了他 

- 对“船 坚炮利 ”估计 不足。 凭借 一道并 不坚固 的土城 ，他 就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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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地得 出结论 ：“我 炮皆能 及彼， 彼炮不 能及我 r® 
由此 观之， 裕谦的 自信就 不是全 无来历 的了。 既然 规制宏 

大的 土城已 能阻挡 英军的 “利炮 '那么 ，英 军还有 何优势 可言? 

难道他 们的" 坚船” 能够冲 上海岸 ，驶入 县城？ 既然 英军“ 腰硬腿 

直”不 善陆战 ，那么 ， 他们 一旦登 陆之后 ，不 芷成了 娴熟“ 击刺步 

伐” 的清军 将士的 刀下鬼 、案 上肉？ 难道他 们能飞 越天险 ，天降 
县城？  、 

裕 谦的思 想表明 ，尽管 & 争已经 开始了 足够长 的时间 ，尽管 

清军在 虎门等 处一败 再败, 但是， 在一班 主“剿 ”官绅 的心目 中， 

对英 军的实 力估计 仍是战 '前 的模糊 不清的 概念， 没有将 英军的 
种 种优长 —— 辨明 清楚。 也正因 为如此 ，裕 谦在 定海防 御上也 

无任何 创新， 仍是战 前由林 则徐所 倡导的 防守沿 海坚强 据点对 

抗英军 舰船攻 击的战 法^ 

有意 思的是 ，此一 战法的 倡导者 林则徐 ，此 时正以 四品卿 

衔在镇 海帮办 军务， 他 对定海 的防御 ，似 不具有 信心， 屡次向 

裕 谦进言 ：“请 移三镇 （指定 海镇、 处州镇 、寿春 镇三位 总兵） 

于内地 ，用 固门户 ©裕 谦虽极 度景仰 敬佩林 则徐， 但作为 

有守 上之责 的疆臣 ，乂 怎么能 、怎 么敢听 从这种 放弃定 海的建 

策呢？ 

就 此再深 入一步 ，就 触及到 当时主 “剿”  _思 想的渊 源了。 

尽管主 “剿” 只不过 是一个 政策上 的决定 ，尽管 主“剿 ”人士 
的言 论也 主要是 分析具 体问题 ，何是 ，这种 思想却 深深扎 根在传 

统思 想文化 的土壤 之中。 我以为 ，这 里面 主要是 当时盛 行的两 

种 思想观 念在起 作用： 一是“ 大朝” 观念， •是 理学 思想。 迅然， 
这两者 之问又 有着 难解难 分的交 叉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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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天朝 ”观念 而言， 当时的 人们并 不把英 M 放在眼 M, 不相 

倍堂 堂“太 朝”居 然不敌 区区“ 岛夷” ，不相 信七万 里之外 的蛮荒 

地面 会出产 何种制 服“天 朝”的 尹段。 因而 ，他们 听不进 英军强 
劲 的言辞 ，更 不屑于 具体分 析英军 在诸次 战斗中 表现出 来的优 

长 ，陷干 可卑可 怜的盲 目性。 关于这 一点. 我在前 面诸章 节中都 
有 过交待 ，此 处不冉 赘言。 

就 理学思 想而 言 ，情 况似稍 为复杂 一些。 自 宋代理 学兴起 

后 ，儒家 学说再 一次得 到改造 ，成 为盛 行于宋 、明 、清 -:朝 的主要 ■ 

哲学 思想。 清代“ 汉学” 勃起， T 理 学也有 批判， 何 理学的 卞导地 
位一 直没冇 动摇。 

尽管在 理学大 师的笔 F， 我们 常常可 以领悟 到这种 理论的 

精妙， 也为 其深邃 的思索 、优 美的 文笔所 折服， 但 在实际 政治运 

作中 ，理 学成为 可怕的 教条。 结果， 在性理 名教走 向崇高 之后， 

半实 真情， 反显得 不那么 重要， 往 往处于 从属的 地位。 一 切决策 

的依据 ，似 乎不再 是事实 本身， 而是先 哲们的 教诲。 在这 种情势 

下， 掌捤事 实真情 的人们 ，远 没有掌 握理学 真帝的 人们有 力量， 

若正面 交锋, 必不堪 一击。 在当 时主“ 剿”官 员的奏 议中， 我们坷 

处处看 到此种 “理” 性的张 扬。 
到广 1841 年 ，清朝 在鸦片 战争中 必败 巳经 成为 显而 易见的 

事实 ，但据 “理” 的人们 却视而 不见。 这也很 难归罪 T 他们 本人。 
因 为在当 时的氛 围中， 他 们的思 想只会 如此。 要 冲破这 种思想 

的绊篱 ，决非 易事。 关于此 种情势 ，我 们可 联系到 20 多年后 ，清 

王朝经 历了鸦 片战争 、第 二次鸦 片战争 的失败 ，据 事实而 主张改 

革 的奕诉 与 以“名 教”而 反对改 革的倭 仁之间 的辩讼 ，就 可看到 
这 一思想 的根深 蒂固。 

从理学 的角度 出发， 战争最 主要的 制胜因 素不在 于“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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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 “人心 '即 所谓“ 正心” 、“ 诚意” 可 以“平 夭下'  这 种观点 
在相当 长的军 事历史 中证明 具有合 理性。 

在古代 ，乃至 中世纪 ，由 于军半 技术的 不发展 ，战争 主要表 

现 为人身 搏斗, 虽有“ 十八般 兵器” 的种种 技艺, 但 只是人 的手脚 
的延长 和锐化 。 在此类 战斗的 场景中 ，士 兵们 的勇敢 ，将 弁们的 

执著 ，这种 可以升 化为“ 人心” 的品格 ，往往 是获胜 的决定 因素。 
因 而长久 地在人 们的观 念中， 拼 死是胜 利的代 名词。 同时， 又因 

为 军事技 术的不 发展， 长久 地使交 战双方 处于大 体平等 的地位 

上，“ 两强相 遇勇者 胜”， 成为一 般政治 家和军 事家的 信条。 

因此， 在清王 朝的众 多主“ 剿”人 士的心 目中， 英军的 “船坚 

炮利” 只不过 能逞威 干海上 ，而 清军在 虎门等 处海岸 、江 岸的接 
连败仗 ，关键 在于主 帅和将 士们的 胆怯。 身心处 在中世 纪的人 

们， 自然 不会从 近代军 事技术 、战术 、军 队编制 、作 战指导 等一系 

列 的变化 中看清 真正的 原因。 就本 节的主 角裕谦 而言， 他虽大 

力 于修防 铸炮等 诸般“ 器物” ，但主 要功夫 用于振 作这支 废弛松 

垮 的清军 的“人 心”。 
E 因 为如此 ，裕 谦认为 ，这次 战争获 胜的首 要因素 ，不 是别 

的， 咁是民 心固结 ，将士 拼命。 他痛 恨前一 次定海 之战中 ，清军 
仅伤亡 26 人 而大量 逃散， 怨愤伊 里布不 敢进兵 t 致 使师老 气竭； 

他用 极端手 段设置 r  一 个“背 水阵'  目的在 驱策将 士勇往 直前， 

前仆 后继； 而一 旦将士 果真义 无反顾 ，视死 如归， 战争又 何以不 

胜？ 

由 此而论 ，鸦 片战争 中的主 “剿” 人士的 思想， 并非得 自知己 

知彼对 双方力 量的真 实评估 ，并非 出自己 经找到 真正可 以“制 

夷” 的手段 的胜利 把握， 而来源 于“天 朝”观 念和理 学思想 以及由 

此引 申出来 的“人 心”制 胜论。 从军 事学术 的角度 来看， 此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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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 ，不过 是一种 浪战。 我 们不应 当因为 它与今 日反侵 略宗旨 
相符， 而不加 区别地 无条件 地赞美 之。 

在我读 过的鸦 片战争 史的论 著中， 1841 年的 第二次 定海之 

战 ，大 多被描 绘为一 个激动 人心威 勇悲壮 的故事 ：定海 三总兵 
(定海 镇总兵 葛云飞 、浙 江处州 镇总兵 郑国鸿 、安 徽寿春 镇总兵 

上 锡朋） ，率孤 军五千 ，奋 力抗 击英军 万余名 （或 二万 ，或 三万） 的 

围攻， 血 战六天 六夜， 终因 寡不敌 众弹尽 援绝而 牺牲。 

不 可否认 ，我曾 被这个 故事所 感动。 在 当时的 条件下 ，能以 

劣 势兵力 兵器坚 持抵抗 达六昼 夜之久 ，确 实是一 件了不 起的业 

绩。 然而， 深入的 研究使 我发现 ，这 不是一 个真实 的故事 ^ 

称英军 “万余 人”的 说法， 始见于 裕谦的 奏折， 他的依 据是战 

后逃 往镇海 的定海 典史的 报告。 材料已 经转过 一手。 而 败吏为 

推卸战 败之责 ，多有 夸大敌 军的陋 习。 且裕 谦奏折 又称： “至登 

岸逆匪 ，身 穿黑衣 黑袴， 皆系闽 、广亡 命。” ® 查英方 记载， 英军在 
作 战中并 未使用 中国人 参战， 由 此可见 此说的 不确。 

至于称 英军“ 二万” 、“ 三万” 的说法 ，史料 依据更 不充分 ，不 

足为据 。® 
英军的 实际数 量要少 得多。 1841 年 8 月 ，英 军在离 开香港 

北 上时， 共 有军舰 10 艘 、轮船 4 艘、 运输船 22 艘 、陆军 2500 入。 

厦门之 战后留 于鼓浪 屿军舰 3 艘、 运输船 3 艘 、陆军 550 人 ，由 

此推算 ，前往 浙江的 英军只 有军舰 7 艘 、轮船 4 艘、 运输船 19 

艘, 陆军约 2000 人， © 若将各 舰船兵 弁水手 合之陆 军一并 计算， 

约四 、五 千人。 此时定 海守军 5600 人， 两者 相较， 双方兵 力数字 

堯不多 .清 军略强 一些。 
即 便如此 ，以同 等凫力 相拒达 六昼夜 ，也是 足以祢 道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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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这“六 昼夜'  乂是辖 不住的 数字。 
英军自 W41 年 9 月 5 日离厦 门北上 之后， 因风 向不顺 ，动 

力不- ，无 法全队 一致彳 7 动。 9 月 16 日， 英轮船 弗莱吉 森号袭 

扰镇 海旗头 一带的 盛岙、 双岙。 @9 月 17  □，英 轮 船复仇 神号闯 

入 象山石 浦港。 ©9 月 18  H 起 ，英军 舰船陆 续抵达 第一集 结地， 

定海西 南的穿 鼻山岛 （Buffalo’s  Nose), 后 移泊镇 海与定 海之间 
的黄 牛礁。 9 月 日 ，英 海军司 令巴加 到达， 25  英 陆军司 

令郭富 到达。 

英 军原先 的计划 ，是先 攻镇海 、宁波 ，然 后再取 定海。 可是， 

狂暴的 天气“ 阻碍舰 队从集 结地驶 往镇海 来执行 此任务 '遂于 
25  H 决定 ，立即 侦察定 海的防 御情况 

所谓“ 六昼夜 '就 是从 第二夭 ，即 9 月 26 日起 算的。 

对照中 英双方 文献， 对这 一时期 的军事 行动， 记录 差距甚 

大。 现 扼要叙 述于下 ，请 读者一 起参与 辨別： 

9 月 26 日 ，清方 奏报， 英军两 轮船拖 带两艘 大船， 由 竹山门 

(道 头港西 水道、 竹山与 盘屿岛 之间） 驶 入内港 ，葛 云飞督 兵在土 

城开炮 ，击断 英船头 桅一支 ，英舰 船遂从 吉祥门 （道 头港南 水道， 
盘 屿岛与 大渠岛 之间） 逃窜， 后乂队 大渠门 （道 头港 东水道 ，青垒 

山与 大渠岛 之间） 绕入， 土城东 段的东 港浦守 军开炮 ，英舰 退出+ 

不敢再 进。 英 方记载 ，英轮 船弗莱 吉森号 、复 仇神号 载送海 、陆 

军司 令前往 侦察， 详细 观察了 清军在 晓峰岭 、竹山 至青垒 山一带 
的防 御设施 ，并查 看了大 、小五 奎山岛 的地理 形势。 当英 轮船刚 

刚 驶过盘 屿时， 即遭到 清军的 炮击， 但英船 航行于 清军火 炮的射 

裎 之外， 避开 了清军 炮火， 亦未受 损伤。 ® 

当曰 ，定海 清军一 面向镇 海求援 ，一 面调整 部署。 定 海镇总 

兵 葛云飞 部仍防 守土城 ，原驻 县城内 的寿# 镇总 兵卫锡 朋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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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晓峰岭 ，处州 镇总兵 郑国鸿 部进至 竹山。 裕谦 收到定 海守将 

的求 救书后 ，认为 定海防 兵本多 于镇海 ，镇 海也已 面临英 军的威 

3 办 ，无 兵可调 ，未予 增援。 

9 月 27 日 ，清 方奏报 ，中午 时分， 英轮船 3 艘、 三桅船 1 艘, 

驶入 竹山门 ，葛云 X 督部 开炮， 轰断英 船大桅 ，英 船当即 窜逃。 

我 没有査 到相应 的英方 记录。 当日 原准备 行动的 只有复 仇神号 

轮船， 奉命前 往镇海 一带侦 察防御 情况， 因天气 恶劣* 该 命令未 
能 执行。 

9 月 28 日 ，清 方的奏 报内容 不同。 裕 廉据派 往定海 的探弁 

回报 上奏， 称英舰 “连樯 驶入'  攻打晓 峰岭， 并用 小舟运 兵在竹 

山登陆 ，郑 国鸿 率兵施 放抬炮 ，击杀 夷匪无 数”， 当晚英 军绕至 
五 奎山岛 ，登高 瞭望。 杭州 将军奇 明保战 后据定 海逃回 官员的 

报 告上奏 ，英军 登陆， 进攻晓 峰岭， 王锡 朋率兵 800 名与 之反复 

厮杀 ，相持 4 天之久 ，直至 10 月 1 日。 英方的 记载也 不相同 。 

宾汉称 .该口 摩 底士底 号舰长 爱尔斯 （H.  Eyres) 奉命统 率摩底 

上底号 、哥伦 拜恩号 、复仇 神号前 往定海 ，摧 毁了 晓峰岭 上尚未 

完工 的炮台 ，因为 该处将 是英军 的主攻 方向。 英舰船 到达后 ，曾 

与清军 交战， 大约由 .50 名水 兵组成 的分队 登岸， 在确认 了该处 

尚未安 设火炮 ，® 并侦察 土城方 向的防 御后， 匆匆撤 伯纳德 

称 ，该日 继续有 暴风雨 ，舰 队无法 航行。 巴加 发布了 派上述 3 舰 

船去 晓峰岭 摧毁未 完工的 炮台的 命令， 但该命 令是在 第二天 ，即 

29 日执 行的。 至于具 体过程 ，该 书记录 更详。 

9 月 29 日 ，清 方奏报 ，英军 在大五 奎山岛 上支搭 帐房， 土城 

一带清 军开炮 遥击, 打 坏帐房 5 顶， 击 毙英军 10 余人。 英方记 
载 ，该 呰战舰 和运输 船驶入 内港， 其中布 朗底号 、摩 底士底 

号、 皇后号 、弗 莱吉森 号等舰 船驶往 大小五 奎山岛 ，在大 五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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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匕 设置野 战炮兵 阵地， 其中 有发射 68 磅重炮 弹的里 型火炮 i 

门， 发射 24 磅 重炮弹 的火炮 2  n, 至 次口， 该 阵地完 工。 英； ; 并 

你， 清军火 炮的射 程太近 ， 对 英军的 行动毫 无威胁 。  ' 
9 月 30  H， 清方奏 报，英 军先是 从存祥 驶入 ，攻打 土城水 

段的 东港埔 ，被清 军击退 ，旋 攻打： L 城西 端的晓 峰岭、 竹山， 至傍 

晚， 英军在 土城西 端登陆 ，遭清 军枪炮 轰击， 死菏不 计其数 。英 

方 kl 载 ，该日 英军的 战舰 、运输 船陆 续驶入 内港， 威厘士 厘号巾 

轮船 西索斯 梯斯号 (Scsostris) 拖 ili 入港时 ，曾 向东 岳山震 远炮城 

开炮。 口 落时分 ，英 军在土 城西端 竹山一 带枪炮 大作， 巳 经帑近 
该处停 泊准备 掩护部 队登陆 的英舰 哥伦 拜恩号 、巡洋 号亦开 迎, 

英军 舰船官 贫并* 损伤。 © 

以 h 清方 裕谦、 奇明保 的奏报 ，分别 依据定 海守军 的报告 W 

月 26  3)、 派 ;S 探 弁的报 告和定 海逃回 官员的 报告， 已绔 转过一 
f% 且清 方官员 在报告 中伪讳 粉饰已 成风气 ，其中 自然会 有虛假 

成分。 英方记 载者为 其亲历 ，材 料当属 第一手 ，但 也不能 确准其 
中 绝无虚 3 冋避 部分。 

因此 ，今 大的人 们要将 9  H  26 日至 30  H 这 5 天中 的情况 

逐一 细细考 订清楚 ，既十 分困难 ，也 不显得 必要。 因为 ，从 h 述 

记载中 ，我 们已经 可以判 明：英 军在这 5 灭内的 行动， 乃 是侦察 

清军 的防御 以确定 f: 攻方向 、机动 兵力至 进攻出 发水域 、建 立野 

战炮 兵阵 地以支 援作战 等等战 前准备 工作， 尚不是 正式的 进攻。 

守军不 明近代 战争样 式和作 战特点 ，因 而无 法识破 英军的 意图， 

将英军 的每一 动作都 无意或 有意地 当作正 式进攻 ，结果 是高度 

紧张 ，徒费 铅药。 由于这 几天连 H 大雨， 守军在 雨水 连续“ 应敌” 
5 天， 在真正 的战斗 尚未打 响之前 ，已 经疲劳 不堪。 

真 正的战 斗仅仅 进行了  一天， 时间是 1841 年 10 月 1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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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 的早晨 ，大五 奎山岛 上英军 野战炮 兵， 开炮轰 击震远 

堪城 (其手 法与虎 门之战 中下横 档岛战 术完全 相同） ，英 军轮船 

和军舰 则炮击 土城。 清军守 军在葛 云飞的 督率下 ，以 岸炮 还击。 

但是 清军火 炮数量 、质 S 均处于 劣势， 其火 力最强 的东岳 山震远 

炮城， 又遭 到太五 奎山岛 英军野 战炮兵 的压制 ，阵地 已经动 摇, 

兵 丁开始 溃逃。 

图八 定海防 御作战 示意® 

在双 方炮战 的同时 ，英军 登陆部 队之左 纵队约 1500 人 ，避 

开 土城防 御工事 ，在晓 峰岭以 W 海岸 登陆。 第一 批登陆 的英军 
第 55 团即 向晓峰 岭方向 进攻， 王锡 朋督部 迎战而 不支， 英军攻 

占晓 峰岭， 王锡朋 战死。 第二批 登陆的 英军第 18 团 ，随 即向竹 

山方 面发起 进攻。 诙处 守军已 经受英 舰船的 校时间 的炮缶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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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 国鸿的 统率下 ，仍坚 持抵抗 ，最 后不支 ，郑国 鸿战死 。第 18 

团占领 竹山后 ，沿 十城向 东攻击 前进。 上城 构造只 能正面 御敌, 

侧面全 无防护 ，葛云 S 力战身 亡。 第 18 团占 领七城 西段后 ，又 

向东 岳山震 远炮城 进攻。 可该 处守军 已经受 不 住英舰 布朗底 

号、 大五奎 山岛英 野战炮 兵的长 时间的 炮击， 纷纷 逃散， 震远炮 

城不战 易手。 

在左纵 叭行动 的同时 ，英 登陆 部队之 右纵队 辅攻东 港浦。 

但因复 仇神号 中途一 度搁浅 ，进攻 未能按 时^ 后 右纵队 登上海 
岸后， 在左纵 队之第 18 团的 支援下 ，驱散 了土城 东段的 守军。 

左 纵叭攻 占晓峰 岭后， 后继登 陆的马 德拉斯 炮兵在 晓峰岭 

之制 卨点上 ，架 设轻型 火炮， 向县城 轰击。 第 55 团 沿山岭 推进， 

直 扑县城 西门。 县 城守军 溃逃。 第 55 团攀 上城墙 ，占领 县城。 

同时 ，第 18 团 亦从道 头向县 城推进 ，配 合行动 ，攻至 南门。 ® 

从早 晨发起 进攻， 至下午 2 时 许结束 战斗， 英 军并未 遇着坚 

强的、 有效的 抵抗， 在战 斗中也 只付出 了战死 2 人 、受伤 27 人的 

微 小代价 o® 而 他们所 采用的 战术， 依旧是 战舰轰 击正面 、陆军 
侧 翼抄袭 ，并再 获极大 成功。 

气总兵 英勇地 牺牲了 ，死 在自 己的战 位上， 并 没有因 贪生面 

后退 一步。 在 他们的 督率下 ，也有 一些清 军兵弁 在战斗 中保持 
厂 高昂的 士气。 若对 照清军 平时的 懦怯， 可 以说， 裕谦战 前激励 

将士 的努力 t 已获 成效。 但是 ，此次 战斗揭 示出来 的是， 仅仅靠 

勇 敢是不 够的。 

三总兵 英勇地 牺牲了 ，已 无法 站起来 说话。 我们不 知道仅 

仅一 水之隔 的裕谦 ，是 否知道 了事情 的真相 ：英军 （而 不是 汉奸） 
正是 在他认 为天然 屏障的 山岭和 他认为 清军更 为擅长 的陆战 

屮， 次 第杀死 / 王锡朋 、郑 国鸿 、葛 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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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镇海 的天险 

一直到 1841 年 10 月 S 日， 即定 海失守 AS 的第 8  X, 道光帝 

收 到的浙 江 军报 ，仍是 好消息 （镇海 崎头的 盛岙、 双岙和 象山的 

tf 浦击 退来敌 、定海 清军初 战获胜 、裕 廉率 文武官 员大誓 死战等 

情事） ：他 虽然因 厦门战 败而对 颜伯焘 大为失 塑， 但坚信 裕谦一 

定会 给他带 来“宣 威海徼 ”的喜 为此 ，他 当日 再次下 旨叮噸 

这位主 “剿” 最坚决 的鲥臣 （前 一次为 10 月 3 日） .“ 有捷音 ，即 
署六百 里加急 驰奏 

可是， 2 天之卮 ，10 月 1()  FL 裕 谦用“ 六百串 1 加急 ”给 他送来 

定海 失陷的 战报； ㉚ 又过了  8 天， 10 月 18  H， 他又 收到杭 州将军 

奇 明保等 用“六 百里加 急”发 來的镇 海头陷 、裕谦 殉难的 奏折。 

道光帝 不由得 在此折 上朱批 ：“愤 恨之至 ！” 涵 

道 光帝“ 愤恨之 至”者 为何？ 为英 军乎？ 为裕 谦乎？ 抑或为 

失 陷的镇 海乎？ 

镇 海位于 杭州湾 之南, 大峡江 （ 今称 甬江） 的出海 口 ， 它是宁 

波 的门户 ，历来 为海防 重地。 伊里 布任钦 差大臣 ，驻节 此地。 裕 

» 接任钦 差大臣 ，亦 驻节 此地， 由 此可见 它在当 时人们 心中的 

地位。 

与厦门 、定 海不同 ，驻节 镇海的 两位钦 差大臣 ，似乎 都不太 

注 重此地 的防卫 工程的 建设。 就伊里 布而言 ，其 任务是 迸攻定 

海 ，防守 本是做 给道光 帝看的 （详 见第二 章第二 节）。 就 裕谦而 

言， 他以为 镇海已 具备英 军难以 克服的 大险。 
a 

362 



大峡江 由宁波 流至镇 海县城 时，大 体是由 西向东 ，快 到出海 

口时 ，折 为由南 向北。 江口 的两端 ，各有 一座山 （大 峡江之 “峡” 

由此而 来）， 西面是 招宝山 （康熙 年间亇 波对“ 番舶” 开放， 由候涛 
山改名 ，意在 招外洋 之宝） ，山 上有威 远炮城 （明 代为 防倭始 建）， 

东面是 金鸡山 u 江 面宽约 1()00 余米。 由于 当时的 河道， 未如今 

曰 已得到 疏浚， 水浅 滩多， 岸边 亦积有 淤泥， 宽以 里计。 

镇海县 城紧靠 海口。 其东 北面为 招宝山 ，东 南和南 面为大 

峡江， 北面原 濒大海 ，此 时亦有 宽达二 、三里 的淤泥 地带。 （详见 

后图）  > 

1841 年 2 月， 裕谦从 江苏到 镇海， 见此 地形， 顿时 信心大 

増。 这位 尚未见 过英军 舰叭的 钦差大 臣认为 ，英军 的巨舰 大艘， 

“ 不畏风 涛而畏 礁险” ，镇 海一带 的淤泥 浅滩， 正是 抵御英 军的天 

然 屏障； 若以小 船驶入 /‘无 篷帆、 无炮位 、无 锅灶” ，又何 足惧； 若 

舍舟 登陆， “不难 全数歼 拴”。 他还 将此心 得专折 上闻， 请 求道光 

帝下 令沿海 各将军 督抚， “遍 历本属 洋面， 测量 水势之 深浅， 滩岸 

之远近 ，沙 线之 险易” ，分别 最要次 要”， “不必 到处张 皇”。 很显 

然， 在 他的心 目中， 镇海 不属“ 最要'  仅为“ 次要'  他更 关心的 

是 定海。 @昧7 “夷 情”的 道光帝 ，言 听计从 ，将 此折转 发各地 ，下 
令参 照执行 

然而 ，此 时的浙 江巡抚 刘韵珂 ，是 一位颇 有心计 的官员 。虽 

说 在他之 上 先后有 两位钦 差大臣 ，镇海 防务可 不用其 插手， 但他 

却 两次前 往镇海 ，鼓动 伊里布 、裕 谦在 此修筑 工事。 1841 年 6 

月， 裕谦回 江苏接 受两江 总督篆 印期间 ，刘 与以四 品卿衔 来浙江 

军营 的林则 徐等人 ，在此 处大力 设防。 由此至 开战前 ，镇 海的防 

御工 程虽不 若厦门 、定海 那般形 制宏大 ，但也 颇具规 模:® 

一 、招宝 山^ 在该 山上原 设威远 城上驻 兵设炮 ，又恐 该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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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过高 ，炮 力难及 敌舰， 又在 该山的 西脚、 南脚， 另设置 沙袋炮 

台。 在该山 背后紧 靠县城 北墙的 勾金塘 ，亦 建有炮 台一座 。由 

浙 江提督 的余步 云率兵 镇守。 

二 

、
 
金
 鸡山。 在该 山北脚 建石筑 炮台， 在该山 东北方 向建造 

内 设大炮 的土堡 ，另在 山顶建 有军营 ，驻兵 策应。 由江苏 狼山镇 
总兵 谢朝恩 指挥。 

三 

、
 
大
 峡江。 在 江口层 S 扦钉 ，填 塞块石 ，使河 道变窄 ，以防 

英 舰蓦然 闯入； 在 港内设 火攻船 30 只、 十六桨 快船及 车轮船 (即 

人力 明轮船 )20 只 、大 小渔船 60 只， 为作战 时追截 、瞭探 、策应 

之用； 在县城 东南的 拦江璋 ，两岸 各设炮 台一座 ， 以对付 窜入港 
内的 敌舰。 由衢州 镇总兵 李廷扬 督兵驻 守。. 

四 

、

 

镇

海

 
县城。 在临海 的北城 墙上厚 集沙袋 ，以 御敌炮 。钦 

差大臣 
裕谦直 

接坐镇 
此地， 指挥 全局。 

整个镇 海县城 一带， 共有清 军兵勇 4000 佘入， @配 置火炮 

157 位， 其中 67 位是铜 炮。@ (详见 后图） 

就镇海 布防态 势来看 ，有 如虎门 ，主要 还是防 英军舰 船由大 

峡 江直闯 内犯， 尚未接 受虎门 之战的 教训。 就清军 的工事 而言， 

其简陋 难以抵 御英军 的凶猛 炮火。 而 最致命 的缺陷 ，仍 是难以 

防御 敌登陆 部队。 1841 年 9 月 25 日 ，裕 谦收到 道光帝 于厦门 

之战后 发出的 加强陆 路防御 的谕旨 ，便在 招宝山 、金 鸡山 等处挖 

暗沟 、布 蒺藜， 以为 如此便 可“杜 其冲突 ”。® 
当然， 以 上分析 只不过 是我们 今天的 认识， 而 在裕谦 的内心 

中 ，问 题的关 键不在 于设防 的本身 ，而 在于军 卩人的 士气。 他认 

为， 在镇海 防军中 ，仅徐 州镇兵 1000 入可 以言战 ，其余 皆不足 

恃。 ® 为此， 他特在 战前“ 躬率文 武官员 ，誓 于神 前”： 

“今 3 之事 ， 有死 靡贰。 幕府四 世上公 （指 班弟） ，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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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沬。 受 命专讨 ，义 在必克 = 文 武将佐 ，澉有 受夷一 纸书去 

镇海一 带者， 明正典 刑， 幽 遭神殛 r® 

对于这 一仪式 ，他 还向道 光帝怍 解释： 

“此非 奴才敢 效匹夫 之勇， 甘为孤 注之投 ，盖因 镇海地 

方稍 有疏虞 ，则逆 敌愈张 ，兵心 愈怯， 沿海一 带必将 全行震 

动。 非此不 能固结 兵心， 灭 此朝食 ，更 非此不 能挽回 一年来 

瞻顾徘 徊之积 习。”  ® 

裕谦 准备以 “固结 ”的“ 兵心” ，来对 敌英军 凶猛的 炮火。 

英军自 1841 年 10 月 1 日 攻陷定 海后， 稍事 休整， 着 手准备 

再攻镇 海^  10 月 8 日， 英 军留下 400 名 士兵和 3 艘运输 船驻守 

定海， 主力 在黄牛 礁一带 集结, 次日， 英舰 队驶往 镇海。 
就战 术而言 ，英军 此次行 动与其 在沙角 、大角 的表演 有相通 

之处。 

10 月 9 日 ，英海 军司令 巴加和 陆军司 令郭富 侦察了 镇海的 

防御, 也互相 作了分 工： 大峡江 东岸， 即 金鸡山 一带， 由 陆军负 

责 ，海军 配合； 大峡 江西岸 ，即招 宝山和 镇海县 城一带 ，由 海军负 
责， 陆军 配合。 

次 曰早晨 ，英轻 型舰吼 驶往金 鸡山一 带轰击 守军。 与此同 
时 ，英 登陆部 叭左纵 队共约 1060 人 在金鸡 山防御 阵地以 东至少 

二公里 的沙滩 上登陆 ，越过 小峡江 ，向 金鸡 山之后 的蟹沙 岭攻击 

前进。 英登 陆部叭 中央纵 队共约 460 人在 笠山一 带登陆 ，清除 

清军 的零星 防御后 ，直扑 金鸡山 阵地。 与此 同时， 其主力 舰队在 

招宝 山至镇 海县城 以北摆 开战阵 f 以优势 炮火轰 击该处 的清军 

各 阵地。 

坐 镇于镇 海县城 的裕谦 ，得到 开战的 消息后 ，立 即登 上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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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指 挥各处 迎战。 清军原 先准备 与闯入 大峡江 的英轻 型舰船 

作战 ，火 炮的方 向也主 要对准 内江。 可是 这些狡 猾的敌 人竟不 

肯深入 ，凭 借其 火炮射 程之远 ，在口 外 轰击， 只有 一艘机 动性能 

甚强 的轮船 皇后号 ，稍稍 深入， 不停 地向两 岸清军 各炮台 开炮。 

且英 军的火 炮威力 直至此 时方为 裕谦所 领悟， 在 招宝山 之北的 

英舰， 竟能使 炮弹飞 越山岭 ，落于 东岳宫 、拦 江埠 一带。 战斗的 

实情与 裕谦的 战前估 计完全 相反， 出 现了彼 能击我 、我不 能及彼 

的 态势。 清 军根本 无法作 出有力 有效的 抵抗。 

最先失 陷的是 金鸡山 ，英 登陆 部队左 、中央 两纵队 ，从 清军 

设防地 带的侧 后发起 攻击。 守军猝 不及防 ，临急 抵抗， 却未奏 

效， 总兵 谢朝恩 战死， 而大多 数兵弁 被驱出 阵地， 挤压于 大峡江 

边 ，损失 惨重。 

正当金 鸡山一 带陆战 正應时 ，英 主力 舰队经 过数小 时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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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基 本摧毁 了招宝 山一带 清军各 炮台及 工事， 其 登陆部 队右纵 

队共计 770 人 由招宝 山外侧 登陆。 这些被 认为“ 腰硬腿 直”的 

“ 夷”人 ，竟 然矫健 地攀上 峻峭的 岩石， 向 招宝山 顶的威 远城冲 
击。 清军此 时已无 心恋战 ，稍事 抵抗后 便纷纷 溃散。 英 军右纵 

队 占据招 宝山后 ，继向 镇海县 城攻击 前进。 

从裕 谦家丁 余升后 来的叙 述中， 裕谦此 时似乎 已陷于 迷惘， 

惜懵 懂懂地 从东城 墙上退 r  t 来. 可行至 县学时 （距 东城 墙不足 

150 米） ，突然 清醒， 意识到 自己已 是无路 可退！ 于是 ，他 望阙磕 

头 ，眺入 泮池。 在他身 旁的家 丁亲兵 ，立 即将 其救起 ，抢护 出城， 

在宁 波易衣 灌救后 ，发 现尚有 微息， 立即奔 走省城 ，行 至余姚 （距 

镇 海县城 70 多 公里） 气绝身 亡。 

从儒家 的学说 来看， 裕 谦向泮 池中的 一跃， 是其 忠贞不 _ 二的 

珣节的 表现， 无 疑应当 彰扬。 道光 帝获此 讯后， 亦 称其“ 临危致 

命， 不 忝先人 （指班 弟）' 赠其太 子太保 ，幵复 生前- - 切处分 ，按 

尚书例 赐恤， 准附把 昭忠祠 ，并 允诺在 战争结 束后， 于镇 海建立 

专祠 ，以 彰荩节 。碑圣 上的种 种恩悯 ，当 使裕 谦的亡 灵得以 慰安。 

但是 ，若从 军半学 术的角 度出发 ，主 帅在败 局中放 弃统率 权而去 

自杀 ，必使 其部队 置于无 指挥混 乱状态 之中； 而其 家丁亲 兵“抢 

护出城 ” 的举动 管处 于昏迷 中的裕 谦本人 可不负 责任） ，在实 

H1
 

阮 效 果上， 与 临阵脱 逃并无 二致。 镇 海县城 内的守 军随之 亦奔」 

由此， 巳经 占领金 鸡山的 英军， 远远地 望见这 种奇特 的场景 ，英 

军右 纵队从 东门攻 入城内 ，清 军从西 门逃出 城外。 英军 在攻克 

It 城时 ，未 遇抵抗 

大约至 F 午 2 时 ，战斗 全部结 束^ 如同 先前的 各次战 4, 英 

军 在此战 中的伤 亡亦少 ，尽管 统计数 字有所 不同： 一种记 载称共 F 

战死 16 人 ，伤 数人； 另一 种记载 称战死 3 人 ，受伤 16 人， m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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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自己的 伤亡人 数始终 未有准 确统计 ，英 方对此 记载也 说法不 

一 ，何 最保守 的说法 亦称清 军的损 失数以 百计。 

人 类的自 杀 行为， 依 据心理 分析， 是一种 绝望的 表现。 

作为 当时头 号主战 大吏的 裕谦, 他的 自杀， 本 应当是 一个明 

白无误 的信号 ：战争 已经箱 于绝望 6 他的 家丁余 升一开 始也说 

过， 伊主 如此， 是 “知事 不可为 

可是, 这一信 号当时 就被扭 曲了。 

裕 谦死后 不久， 其家丁 余升至 杭州， 向 浙江巡 抚刘韵 珂递上 

禀帖， 声称: 镇海开 战之初 ，裕 谦在东 城墙督 战时, 浙江提 督余步 

云 两次登 城面见 裕谦， “ 欲暂事 羁縻'  并言“ 可怜” 其一家 三十多 

口 ，又 有女儿 当日出 阁等语 ，被裕 谦正词 驳回。 又 声称： 镇海之 

败 ，是 因余步 云驻守 的招宝 山先陷 ，余 步云逃 往宁波 ，致 使金鸡 

山 、县城 失守。 刘韵珂 收到此 稟后， 不敢 怠慢， 询 问随护 裕谦左 

右的江 苏江宁 城守协 副将丰 伸泰。 丰伸泰 称：当 时他看 见余步 

云上城 与裕谦 “附耳 密语'  正 值炮声 震地， 不知 言何, 但 闻裕谦 

高 声喝道 :“汝 如退守 宁波， 欲 救百姓 ，即自 行 具奏。 倘 镇海被 

占 ，我 即殉节 。”刘 韵珂获 此密闻 ，立即 上奏， 并附呈 了余升 、丰伸 
泰 的禀词 

按照 余升、 丰伸泰 的说法 ，镇海 之陷当 归咎于 余步云 ，非为 

英军之 不可敌 ，而 是守 将之不 敢敌。 裕谦的 自杀， 应当由 余步云 

来 负责。 问题由 此面变 得复杂 起来。 

道 光帝收 到此奏 ，念 及忠臣 ，朱批 ：“览 之不觉 泪落” ，并 下令 

扬威将 军奕经 、浙 江巡抚 刘韵珂 密査。 @ 

事 实果真 如此？ 余步云 又何许 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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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步云 ，四 川广 安人。 1798 年以乡 勇随军 镇压川 、楚 白莲 

教 ，积功 迁把总 、千 总。 此后， 转战川 、湞、 陕等地 ，平 定叛乱 ，由 

都司 、游击 、参将 、副将 升至四 川重庆 镇总兵 ，并 获“锐 勇巴鲁 阁” 

名号。 经 W 正 如其名 ，平步 靑云'  他〜牛 最得意 之时， 为道光 
初年平 定张格 尔之役 ，率 部随杨 芳等人 迸击， 连克喀 什噶尔 、和 

阒等城 ，擒 敌酋玉 努斯。 战后论 功行赏 ，他 获乾清 门侍卫 ，迁贵 

州提督 ，并 绘像 紫光阁 ，道光 帝亲撰 赞词。 以后 ，历 湖南、 广东、 

四川、 云南等 當提督 ，在 镇压各 处反叛 ，尤其 是少数 民族造 反中， 

战功 卓著， 加太子 少保， 再 加太子 太保， 多 次获得 道光帝 所颁大 

缎 、荷包 、翎管 、玉 蝶等 赏件。 可 以说， 在 各省武 职中， 佘 步云的 

名气 仅次 于杨芳 。仿 

1838 年 ，佘步 云调福 建陆路 提督。 1840 年英 军占领 定海。 

道光帝 第一个 想到的 便是余 步云， 调其入 浙剿办 。 钦差 大臣伊 
里 布主持 浙江军 务期间 ，与余 步云过 从甚密 ，共讨 对策。 浙江停 

战之后 ，余 步云专 上一折 ，主 动要求 留在浙 江继续 效力。 道光帝 

同 意了他 的请求 未久 ，又将 浙江提 督祝廷 彪休致 ，改 余步云 

为浙 江提督 

裕谦 接替伊 里布主 持浙江 军务后 ，与余 步云一 直有隙 。余 
氏自 恃 军功. 倚 老卖老 ，似乎 看不太 起这位 比他 年轻十 多岁 、靠 

笔头功 夫连 三级 的后起 之秀； 而裕 氏 更是意 高气盛 ，认 为“武 

员大 抵不学 无术， 全在 驾驭者 之严毅 方正'  “ 若稍事 优容， 必将 

志满 意得” 事事与 人为难 ”，® 不 把这位 战功赫 赫的老 将放在 
眼里。 钦差大 臣毕竟 位尊， 余步 云即便 浑身都 是本事 ，也 只能听 

命。 

1841 年 5 月 ，裕 廉升两 江总督 ，在 回苏接 印前， 曾 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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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臣 佘步云 虽久历 戎行， 而系陆 路出身 ，于海 疆夷情 
未 能谙熟 ，似无 把握。 上年 到浙后 ，即 误信定 海镇总 兵葛云 

飞 张皇摇 惑之辞 ，不能 化解。 虽经 奴才委 曲开导 ，终 不免中 

怀疑惧 。”  © 
裕谦的 这番言 论， 使道 光帝很 不放心 ，命 令裕谦 部署江 苏防务 

后， 立即返 回镇海 ，对 浙江提 、镇大 员是否 相宜 于战守 ，是 否需要 

调动 ，“据 实陈奏 裕 谦回到 镇海后 ，复奏 ：“余 步云于 水务虽 

未 能谙习 ，而 一年 以来亦 e 渐知 大概， 且究 竟久历 戎行， 薄有声 

望， 亦足振 慑匪徙 ，其措 施自比 陈化成 事半功 倍。”  ® 看来 ，裕谦 
虽然对 余步云 不满意 ，但 因无 合适人 选而未 逐之。 正因为 如此， 

余步 云得以 保留。 

余步云 与裕谦 的间隙 ，除 r 个人的 意气外 ，也 有政 见的不 

同。 裕谦 对英“ 夷”极 为蔑视 ，肓 辞激越 ，种种 举措不 留余地 。余 

步云老 于军伍 ，知武 事之瑕 ，对“ 夷”策 略上更 倾心于 伊里布 。两 
人 后为处 理英俘 而正而 冲突， 

1841 年 9 月 ，镇 海军民 俘获英 鸦片船 赖拉号 （Lyra) 上的两 

名 船员。 审讯 结柬后 ，余步 E 提议 ：将英 俘“好 生养活 ，随 时讯明 

敌情 ，并怍 别用'  裕 谦一下 子就看 穿了余 步云的 用意。 他的反 

应是 ，就 “好生 养活” 而言， 英俘此 时已经 受伤， 能 否养活 尚有疑 

问； 就“汛 明敌情 ”而言 ，恐 真假 难辨； 余氏的 真正用 意在于 “并怍 

别 用”， 企图 效法伊 里布. 以 英俘为 人质， 将 来与英 军讨价 还价。 

裕谦 认为， “ 广东之 失事， 由 于各怀 两端， 可为 前车之 鉴”， 如果留 

卜 '这两 名俘虏 ，存 留余步 云等人 的和谈 幻想， “适足 摇晃军 心”， 

P 是 ，便用 剥皮抽 筋的方 法处死 俘虏， 杜其首 鼠两端 之念” 

此后， 裕 谦率余 步云等 人大誓 神前， 决一 死战， 并非 无的放 

矢。 其誓词 中“不 肯以保 全民命 为样， 接受逆 夷片纸 ”，® 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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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针 对余步 云的。 

1841 年 9 月 27 日， 道光 帝收到 裕谦关 于处理 英俘的 奏折。 

尽 管裕谦 仅収是 影射了 几句余 步云斗 志不坚 ，但 他仍觉 得问题 

严重， 卩旨 让裕谦 另行选 择替代 人选， “ 据实奏 明请旨 看来 
道光 帝已决 计换马 ，但这 份谕旨 到达镇 海时， 定海已 经夫陷 ，镇 

海决 战在即 ，裕 谦即便 有心， 也已 经来不 及了。 

如 此看来 ，余升 、丰伸 泰举报 余步云 在开战 之初建 议裕谦 

“羁縻 ”一事 ，似 非无风 之浪， 当 合乎余 步云的 思想。 
但是， 问 题的麻 烦在于 ，余升 、丰伸 泰后来 都变了 卦， 

1842 年底至 1843 年初， 军机大 臣会同 三法司 （刑部 、大理 

院 、都 察院） 奉旨 审讯余 步云。 余步 云对登 城见裕 谦的这 一情节 

的回 答是： 

“二 十六日 （10 月 10 日）， 裕谦曾 将该革 员约至 镇海城 

上， 虑及守 兵单弱 ，该 革员答 以早应 奏添。 裕谦云 你是提 

督 ，你 也可奏 ，并 嘱以总 须敌住 方好。 该 革员随 即回营 ，实 

无 劝令羁 縻及自 称家眷 可怜等 语。” 
由此情 况大变 ，从原 先的余 步云请 见裕谦 ，变为 裕谦约 见余步 

■ 

云。 军机大 臣等提 讯证人 佘升， 答曰： ■ 

“伊是 0 系在 公寓看 守印信 （不在 现场） ，得 之兵 、民传 
说 ，实未 亲闻。 并云丰 伸泰向 伊告称 ，裕谦 与余步 云说话 

J-
 

时， 有‘若 要退守 ，你 亦可奏 ’之言 ，是 以于呈 内叙及 

军机 大臣等 又提讯 证人丰 伸泰， 答曰： 

"当时 实止听 闻裕谦 有_你 是提督 ，你 也可奏 ’  一语 。后 

丰 伸泰因 见佘步 云退守 宁波， 惠想当 时必系 与裕谦 商议退 

守 ，故向 佘升牵 连涉及 ，此 外实无 欲行羁 縻并提 及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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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语 。”
 清 代的对 傅公堂 .往往 是越审 越乱， 原因在 于公堂 之后的 种种交 

易。 道 光帝于 1842 年 5 月下令 锁拿余 步云， 8 月 槛送至 京师， 

次年 1 月 16 日 才由军 机大臣 等定谳 上奏。 在 此期间 .，这 位“太 

子 太保” 的家人 、下属 、同官 、好友 ，又有 何种幕 后关节 ，今日 自然 
无从 査考。 我 们不知 道余升 、丰伸 泰出尔 及反尔 的种种 细节和 

真 实原因 ，但仅 凭直觉 ，就觉 得余步 云所叙 理由似 不太可 靠：在 

开 战之初 ，裕 谦将前 敌主将 找来谈 一些不 着边际 的话， 不 是没事 

找 亊吗？ 

由于 余升、 丰伸泰 的改口 ，军 机大臣 等对此 的结论 是原控 

“ 不尽得 实”； 而余 升等 人之控 ，被认 为是“ 痛主情 切所致 
尽管 我们有 理由怀 疑余升 、丰 伸泰是 在幕后 交易下 改变证 

同的； 但是 ，镇海 之畋乂 确非由 余步云 所致。 

我在 前面叙 及 镇海之 战的经 过时, 提到 金鸡山 先于招 宝山失 

守 ，这 是依据 英方的 记载及 刘韵珂 等人的 战后调 査，® 佘步 云于此 

无涉。 他 当时负 责防守 招宝山 ，指挥 位置在 招宝山 与镇海 县城之 

间的 东岳宫 （详见 前图） ，招宝 山最主 要的防 御工事 威远城 ，由护 

处州 镇总兵 张化龙 驻守。 而余氏 之所以 居 此角落 ，当系 原先设 

想的 英军战 法是舰 船突入 大峡江 ，在 此可前 (招 宝山） 后 (拦 江埠 

炮台 ） 照顾 ，居中 策应。 据 余步云 自祢 ，当 英军由 招宝山 侧背登 

陆攻 击威远 城之时 ，他曾 督兵前 进击退 英军， 救出张 化龙， 然厣 

又返至 江边， 开炮击 损英舰 船数只 。@对 照英方 记载， 此 说全系 

粉饰 之词。 但是 ，从 侧后袭 来的英 军占据 威远城 ，转攻 东岳宫 

时 ，余步 云也确 实无招 架之功 ，因 为这又 是清军 柔软的 腹部。 

招宝 山之陷 ，导致 英军直 逼镇海 县城， 而余步 云从东 岳宫退 

至 县城时 ，昏 迷中的 裕谦已 由余升 、丰伸 泰等护 往宁波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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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在余 步云回 撤之前 ，裕谦 已经由 东城墙 h 退下 自杀； 余升 、幸 ■ 

伸泰 护其出 奔宁波 ，也在 余步 云回城 之前。 县 城失陷 的职责 ，不 

应由余 步云一 人负责 。 
看来 ，裕 谦在密 折中的 种种不 利于余 步云的 肓论， 巳 为余步 

云 所悉。 因 而在战 后次日 ，10 月 11 日 ，这 位畏期 在文官 遮盖下 

的武将 ，终 于有 机会单 衔上奏 ，对裕 谦反唇 相讥： 

“奴才 H 见县 北城被 贼用炮 攻击， 飞炮触 燃城中 药局， 
其势甚 lXj， 奴才 忍痛赶 至西城 〈掩盖 其撤退 ，谎称 前往救 

援〉 ，见兵 、民全 行退出 ，城 中一空 ，裕谦 不得已 退回宁 波。” 

“再， 因裕谦 退回宁 郡后， 隨即起 程前走 ，是以 未经会 

衔 '© 10 月 12 日， 他再次 上奏， 言辞 锋利：  、 

“自袼 谦于二 十六日 （10 月 10  9) 由 镇海退 入宁波 ，是 
F? 戌时 （ K 午 7 时罕 9 时） 即率 江南将 弁丰伸 泰等兵 丁数百 

名 ，星 夜逑走 佘姚、 绍兴， 所有衢 、处 二镇宫 兵借以 护送为 

名 ，概 不入郡 守城， 以 致全郡 百姓惊 皇逃避 ，拥挤 道途， 自相 

践踏 ，哭声 遍野， 而无聊 匪徒又 乘机纠 伙劫夺 。”❹ 

余步 云在奏 折中一 字不提 裕谦因 自杀而 陷于昏 迷状况 （此 事可 

见 于当时 宁波知 府邓廷 彩之稟 @)， 中伤及 诿过之 意十分 明显， 

但余升 、丰伸 泰等人 护送奄 奄一息 的裕谦 ，跑 得比 余步云 还快， 
又被后 来的调 查证明 为事实 

如果说 裕谦将 "剿夷 ” 看得太 简单了 ，吃 尽苦头 ，不得 不自杀 

的话; 那么 ，余步 云也把 “羁縻 ”看得 太简单 ，同 样也吃 到苦头 ，差 
点£  了性命 

1841 年 10 月 12  即裕谦 离开宁 波的第 -:日 ，实 际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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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成为主 帅的佘 步云， 目睹无 兵可战 ，无 险可守 ，便 效法伊 里布， 

派出 曾作为 伊里布 信使之 一的陈 志刚， 送一份 照会给 璞鼎査 ，要 

求 “善议 ”, ® 他 身为一 省军事 将领， 未 奉君命 ，擅 与英方 联络， 可 

谓胆大 包天。 尽 管我们 不知道 陈志刚 在“口 议”中 谈到了 什么, 
也不知 道余步 云心中 的底价 ，但 先前模 糊不清 扑朔迷 离的裕 、佘 

两 氏的战 、和 分歧， 由此 事而得 到完全 确认。 

照会 送出后 ，余步 云急迫 地等待 着英方 的消息 ，哪知 道英方 

没 有送来 照会， 而是 派来了 军叭。 

10 月 13 日 ，英军 舰船离 镇海， 沿 大峡江 上溯， 直逼 宁波。 

佘步云 获悉慌 忙逃往 上虞。 尽 管他在 10 月 20 日 的奏折 （整整 

耽搁了  7 天） 中大谈 其如何 奋勇杀 敌， 以致 坐骑被 敌弹击 中而压 

伤其右 腿；® 但从英 方的记 载来看 ，英 军是 兵不血 刃地占 领空城 

宁波 ，第 18 团 的军乐 队还在 城墙上 轻松地 奏起了 国歌。 余步云 

所受 之伤， 只能是 逃跑中 的慌张 所致。 

一 直到了  10 月 16 日， 英全权 代表璞 鼎查才 傲慢地 复照浙 

江巡抚 刘韵珂 和余步 云_， 宣称 接到余 步云照 会时， 英军 已经开 
行 ，他本 人只与 钦派的 “全权 ”大臣 会谈。 与这份 照会一 同发出 

的还 有:璞 鼎查致 “大清 钦命专 理外务 宰相” 的照会 、巴 麦尊致 

“ 大清专 理外务 宰相” 的照会 （18.41 年 5 月 3 日 发出） 以 及英远 
征军 海军司 令巴加 、陆军 司令郭 富致刘 韵珂、 余步云 的照会 。最 

后一份 照会如 同土匪 绑票的 通知， 宣 布若要 "救 杭州并 一带城 

邑， 免 致攻破 之难'  必须 “即限 时期， 缴给银 两”！  ® 

英 方的上 述照会 是派一 名中国 人送往 杭州的 ，但 5 天 之后， 

该人 未达到 目的而 返回。 也 幸亏这 位不知 姓名的 信使未 能完成 

任务， 否则 余步云 擅给照 会的行 为当时 就会被 揭露， 当时 就会遭 

到灭顶 之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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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7 个多 月后， 1842 年 5 月 31  H ， 浙江战 局一败 如水， 

不 可收拾 ，道光 帝为力 挽危局 ，振 作士气 ，下令 逮问余 步云； 7 月 

6 曰， 又命 军机大 臣会同 三法司 严讯。 ®  1843 年 1 月 16 日， 军机 

大 臣等讯 明结案 ，否认 了余升 、丰 伸泰 的控词 ，但 仍以“ 拟斩监 

候 ，请 旨即行 正法” 上闻。 © 道光帝 此时又 稍动惻 隐之心 ，下令 

“ 著未经 与议的 大学士 、九 卿科道 再行详 议具奏 月 24 日， 

参 加审议 的大员 们再次 11 奏， “请 旨即行 正法， 以 肃法纪 而昭炯 

戒”。 道 光帝当 H 明发 圣旨， 宣谕中 外， 将余 步云“ 即行处 斩”！  @ 

这是鸦 斤战 争中唯 一被执 行死刑 的高级 官员。 裕谦 在战前 

率 余步云 大誓中 的“明 正典刑 ”一语 ，果 然应验 。 

余步 云与镇 海之战 ，是鸦 片战争 中的一 桩公案 ，历来 为史家 

津津 乐道。 我在 此处连 篇累牍 不胜烦 扰读者 ，一 方面是 为了说 

明事情 的真相 （以往 的叙述 多有偏 误）， 另 一方面 是要继 续回答 

我在绪 论中提 到的“ 奸臣” 问题。 F 

尽 管军机 大臣会 同三法 P3 的最后 判决， 完全 否定了 最初的 

控词， 尽管 刘韵珂 等人的 调查， 认定 余步云 逃离镇 海的时 间在裕 

谦之后 ，但是 ，150 多年来 的史学 家们言 及镇海 之战时 ，仍 大多 

归咎于 余步云 这不仅 是因为 他们不 若今日 可读 到更多 的资料 

(许 多档 案材料 刚刚发 表）， 更重要 的是， 他们 坚信， 顽强 抵抗就 

能 获胜。 

按 照这一 思路， 杨芳 、奕山 未坚持 抵抗， 自取 败道; 颜 伯焘是 

个口头 主战派 ，临 阵脱逃 ，不足 效法； 陈连升 、关 天堉死 战却失 

利， 咎因“ 奸臣” 琦善； 定 海三总 兵之败 .本 属寡不 敌众， a 血战六 
天 六夜； 而 在镇海 ，头号 主战大 员 裕谦兵 败绝望 自杀， 这 就出现 

广 一个漏 洞。 佘步云 恰恰能 补上这 一漏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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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余步云 如同琦 善一样 ，成 为大清 朝的另 一 名“奸 臣”。 
本 来由个 人意气 、政策 分歧而 引起的 裕谦、 余步云 之间的 矛盾， 

变成了 “忠” “奸” 矛盾。 而且 ，若不 是“奸 臣”的 破坏， “忠臣 ”的抵 
抗 (镇海 之战） 是很有 可能成 功的。 

因此， 余步 云被时 人及后 人如此 定性， 并 非出自 于史料 ，而 

是出自 于排列 史料的 思想。 @也 正是由 于这种 思想， 在虎 门之战 

的 “奸臣 ”琦善 、镇海 之战的 “奸臣 ”余步 云之后 ，我 们还会 看到吴 

淞之 战的“ 奸臣” 牛鉴。 与之 相对立 的是， 关犬培 、裕谦 、陈 化成 
的精忠 报国。 

余步云 的真相 由此而 被遮盖 了(] 

我 在这里 还须强 调的是 ，余步 云不属 冤狱。 按照清 代的军 

律 ，守将 失城寨 者， 处斩。 这一 条严格 的军律 ，在 当时的 军事将 

领的 心目中 ，如 同“杀 人抵命 ”一般 详熟。 陈连升 、关 天培、 祥福、 

葛云飞 、王 锡朋 、郑 国鸿、 谢朝恩 ，以 及后一 章将要 出场的 乍浦副 
都 统长喜 、江 南提督 陈化成 、京 n  (镇 江） 副都 统海龄 t 皆 死于战 

位， 并未因 战败而 逃生； 金门 镇总兵 江继芸 在厦门 之战中 驻守石 

壁， 兵败后 爬出工 事投海 而死。 这里 除了他 们与“ 逆夷” 不共戴 
天 的抵抗 精神外 ，严 格的军 律又使 之自知 将领的 职责。 在余步 

云 之前， 虽有 定海镇 总兵张 朝发在 第一次 定海之 战中兵 败负伤 

逃往镇 海， 但按 当时的 规定， 定海 _ 为水 师镇, 总兵 无守城 之责！ 
军 机大臣 等人之 所以拟 余步云 处斩， 非 据余升 、丰伸 泰等人 

的控词 ，而 是究其 在镇海 失守中 应负的 责任。 由此 可见， 余步云 

罪当 此刑。 顺蒂说 一句， 余步云 擅给璞 鼎查的 “善议 ”照会 ，当时 
并未 揭露, 若不是 佐佐木 正哉先 生从英 国档案 馆中找 出此件 ，恐 

今天 也无人 知晓。 按当时 的律法 ，这一 行为可 按“通 敌罪” 论处， 

至时的 判决就 可能不 仅仅杀 他一人 ，而 a 会祸及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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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 TH 式批准 余步云 “处斩 '时为 中国历 法道光 .： 卜二 

年 十二月 二十 八日。 按照 习惯， 这一命 令将在 第二天 执行， 也就 
是中国 人的小 年夜。 在这喜 庆的日 子取， 佘步云 在刽子 乎刀斧 

即 下之时 又作何 感想？ 可以 确认， 余 步云若 战死， 凭着他 太子太 

保 的头衔 、绘像 紫光阁 的殊荣 、征战 40 余年 的功绩 ，道光 帝对他 

的恤例 ，一 定会高 于关天 培和陈 化成。 

五 浙东 的反攻 

1841 年 10 月 18 日 ， 道 光帝满 怀希望 期盼浙 江的捷 音时， 

收到 了杭州 将军奇 明保的 奏折， 告知镇 海失守 、裕 谦珣难 ，并要 

求：“ 迅赐简 派带兵 大臣， 多发京 营及各 宵劲兵 ，兼 程来浙 劓办， 

以 期克复 。”道 光帝随 即授奕 经为扬 威将军 ，@并 从苏皖 赣豫鄂 

川 陕甘八 省调兵 1.2 万人， @ 再 次组织 大军， 征 讨“逆 夷”。 
自雍正 朝之后 ，清廷 派出的 领兵出 征的军 事统帅 ，其 将军名 

号 ，不再 新创， 而是沿 用前朝 旧名。 其印信 亦为当 年统帅 交回之 

物。 如奕山 的靖逆 将军， 创名于 1717 年， 为富宁 安征剿 策妄阿 

喇 布坦时 始用。 此次 授奕经 的扬烕 将军, 历 史更为 悠久， 创名于 

清 刚刚人 关时的 1646 年， 为德豫 亲王多 铎征讨 蒙古等 部时始 

用。 而且 ，扬威 将军的 名号在 历史上 使用次 数最频 ，高达 七次之 

多， 其中最 近的两 次是， 道 光帝于 1826 年 征讨张 格尔和 1830 年 

征 讨新疆 玉素甫 父子的 叛乱。 很显然 ，此 次道光 帝再次 启用扬 

烕 将军的 印信， 是冀求 这一屡 战屡胜 的吉利 名号， 能保佑 清军如 

同昔 日在西 北那样 ，“ 扬威” 于东南 。 

此次受 命出征 的奕经 ，同奕 山一样 .也 是皇室 成员， 其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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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 ，为 抚远大 将军允 褪的政 敌雍正 帝的四 世孙。 奕经 的祖父 

永瑝 ，封和 硕成哲 亲王， 毫无戈 马征战 的经历 ，是有 名的书 画家。 

父亲 绵懿， 封多罗 贝勒。 

奕经的 经历， 与大多 近支皇 室成员 相似， 主 要在京 官上迁 

转。 1816 年以四 品宗室 出为头 等侍卫 ，后 历奉宸 苑卿、 内阁学 

士、 副都统 、侍郎 、护 军统领 等职。 1S30 年 ，曾一 度随前 一任扬 

威 将军长 龄出征 ，后又 短期外 放黑龙 江将军 、盛京 将军。 此次出 

征时 ，他的 官差各 职共有 ：协办 大学土 、吏 部尚书 、步 军统领 、正 

黄旗满 洲都统 、崇文 门监督 、正 红旗宗 室总族 长。® 本兼 各职如 

此之多 .又拥 有尊缺 （大 学士） 、要缺 （吏 部尚书 、步军 统领） 、肥缺 

(崇 文门 监督） ，是因 为清朝 实行满 汉双缺 制度， 满人， 尤 其是宗 

室 ，仕 途更为 宽坦； 更重 要的是 ，他是 道光帝 所信赖 的股肱 大臣， 

在“ 奕”字 辈的宗 室中升 迁最速 ^ 

奕 经在京 请训后 ，于 10 月 30 日离 京南下 。 11 月 8 日到山 

东泰安 ， 11 月 22 日到江 苏扬州 。妙 然而 ，他 到了江 苏之后 ，突然 

止 步不前 ，在苏 州一带 停留了 整整两 个月。 

与靖逆 将军奕 山相比 ，扬 威将 军奕经 似另有 气象。 

据奕经 的幕客 、自 称“于 内外机 密十能 言其七 八”的 贝青乔 

称： “初， 将军出 都时， 或战 或怃， 游移 两可， 纡青极 言历年 

招抚， 毫 无成效 ，且 恐有损 国威， 将军之 志乃决 a ”後 

纡青， 为江苏 宿迁县 举人臧 纡青， 是奕经 的“故 友”， 此次 人奕经 

幕府， 为主 要幕僚 之一。 但奕经 身为军 事统帅 , 居然在 “抚” “战” 

两策 中游移 ，很 是让人 疑惑。 然而， 道光帝 那儿也 有一些 不同寻 

常的 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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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 年 10 月 19 日 ，道光 帝由内 阁明发 谕旨： “琦善 著加恩 
释放 ， 发往浙 江军营 ，效 力赎罪 琦善在 此之前 ，经军 机大臣 

等审判 ，定为 斩监候 ，秋后 勾决。 道 光帝此 次让琦 善随奕 经去浙 

江， 是否意 味着道 光帝在 “抚” “战” 两策中 也有游 移呢？ 
然而 ，琦善 后来并 未赴浙 ，而 是改 发张家 口军台 ，充当 苦差。 

对此， 人 们常常 引用梁 廷枬的 说法， 谓奕经 在臧纡 青的建 议下， 

上奏制 止琦善 来浙。 此 0 似误。 道光帝 改发琦 善去军 台的谕 

旨， 下发于 10 月 24 日。 ©此时 奕经尚 未出都 ，而 他见到 臧氏又 

在出都 之后， 贝 青乔对 此另有 说法：  _ 

“及 将军奉 命出征 ，大 学士穆 彰阿奏 请带琦 善赴浙 。 将 
军谓 ：琦善 可以与 议抚， 不可 与议战 ，特严 却之， 而 挺身南 

接照这 一说法 ，奕 经在请 训时便 严拒琦 善同行 ，这 两位已 经有隙 

的 大员也 很难和 衷共济 ，但 其中表 现出来 的“挺 身南下 ”的英 

姿 ，又与 前称出 都时战 、抚“ 游移两 可”的 记录自 相矛盾 ，使 人不 
知孰是 孰非。 

尽管 奕经、 道光帝 此时的 心态让 人捉摸 不定， 但我们 可明显 

地感到 奕经出 征时的 景象， 要比奕 山出征 时沉闷 得多。 道光帝 

不再 有“大 兵兜剿 ，擒 获夷酋 ”的心 旷神怡 的幻瘟 ，奕经 也全无 

“剋日 进剿 t 便奏 捷音” 的踌躇 满志的 迷梦。 经过一 年来的 战争， 
他们对 困难的 估计似 更为实 际了。 

奕经 的个人 经历使 之未谙 军伍， 心 中亦无 制“夷 ”高策 ，于 
是， 他在博 采众议 、聘 贤纳士 上效法 古风。 据称， 在他的 营门外 

设有一 木柜， 凡愿投 效者皆 可书名 人其中 ，三日 后 传见， 稔知 

“ 夷”务 者可当 面陈述 得失。 在江苏 的两个 月中， 献 策者达 400 

人 ，投 效者共 144 人 .❽形 成了一 个庞大 的“智 囊团'  这 些人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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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何 高策， 史籍 上未有 记载， 但前 面提到 的奕经 “故友 ”臧纡 

青， 却留下 了惊世 之言： 

一 

、 在用 人大政 方面， 招林则 徐来浙 襄办， 力 鼓决死 抗敌之 

气； 斩余 步云等 逃将， 力挽临 阵溃逃 之风。 

二 

、
 
在
 作战指 导方面 ， 调川 、陕 、豫兵 6000 名为 生力军 ，招 

鲁 、汴 、江 、淮 之北勇 1 万名 ，募沿 海土匪 、盐枭 、渔 S 之南勇 2 万 

名； 使南勇 为耳目 ，以 北勇 壮胆气 ，分 伏宁波 、镇海 、定海 三城， 

“不 区水陆 ，不合 大队， 不剋期 g, 水 乘风潮 ，陆匿 丛莽。 或伺伏 
道路 ，见 夷就杀 ，遇船 即烧。 重 悬赏格 ，随报 随给。 人自 为战， 

战不 择地” ，等到 三城英 军“步 步疑忌 惊惶” ，然 后再 以大军 进击， 

内应配 合，“ 内外 交逼而 尽歼之 
在我见 到的鸦 片战争 中的各 种军事 建策. 以 近代军 事学术 

的眼 光观之 ，大 多不着 边际； 相 比之下 ，臧 纡青的 上述提 议可谓 

颇 有见地 ，但执 行中又 似困难 丛生。 林则 徐不久 前由浙 遣成新 

疆， 此时 正在祥 符河工 效力， 若上奏 谓林返 浙， .岂不 逼道 光帝出 

尔 反尔？ 佘步 云此时 为浙江 前敌指 挥官， 若斩之 ，又以 何人代 

之？ 从后 来长达 半年的 审讯情 况来看 .这位 “太子 太保” 也不是 

随 随便便 可以问 斩的。 臧氏的 建议最 有价值 的部分 ，是“ 不区水 

陆 ，不合 大队” ，“ 人自为 战， 战不 择地” 的“伏 勇散战 法”， 实有近 

代游击 战争的 韵味。 可是 ，此 种战法 需有良 好的组 织指导 ，兵勇 

亦领 训练 以熟悉 战术， 否则 激励兵 勇的“ 重悬赏 格”， 很可 能流为 
谎报 战果的 渊薮; 再则 ，此种 战法旷 日持久 * 据中外 历史经 验*若 

要达 到英军 “步步 疑忌惊 惶”的 地步， 不 能以月 为计， 而需 长达数 

年 ，尽管 臧氏也 提到了 “不剋 期日” ，但 他似 未预计 到如此 之久, 
若此， 奕经 能荇坚 持下去 ，道 光帝能 否容忍 下去, 都成了 疑问； 又 

再则 ，此 种战法 须有与 之相适 应的经 济动员 措施， 按 臧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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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名 新军、 3 万 名雇勇 ，一年 的军费 银高达 200 万两以 匕清 
朝财政 也支持 不住。 看来， 臧 纡靑巳 经找 到了渡 河之船 ，而尚 未 

羋 握橾船 技术。 奕 经后来 也未用 此计。 

很可能 奕经在 京时 与道光 帝达成 r 某神 默契， 因而 他在江 

苏 呆了两 个月， 訾 议四起 ，道 光帝始 终未催 他早日 赶 赴战区 ，表 

现出 难得的 "不 为遥制 ”的豁 达态度 u 据奕 经自陈 的理由 ，是所 

调豫陕 甘川等 省“曾 经出征 ”过的 60()0 劲旅尚 未到达 （川 、陕 、甘 I 

调兵 至浙， 需时约 4 个 月）， 已经抵 浙的苏 皖赣鄂 四省援 军皆为 

弱师， 不足 为恃， 他恐怕 ¥ 早赶到 浙江， 非 但不能 制敌， 反 会制于 

敌。 这种充 分准备 、不 急速战 的作法 ，也 合乎当 时奉为 圭臬的 

“ 谋定而 战”的 兵法原 则。 

与奕 经的处 境相似 ，璞鼎 查此时 也进退 两难。 一方面 ，他在 
占据定 、镇 、宁 三城后 ，数 次遣书 刘韵坷 、余步 云等人 ，表 明愿意 

与清方 “全权 大臣” 谈判， 但没有 M 音， 另 一方面 ，手中 有限的 

兵力分 据香港 、鼓 浪屿 、定海 、镇海 、宁 波五处 ，©无 法冉 集结一 
支足够 强大的 部队， 发 起义律 卸任前 曾策划 的扬子 江战役 (后将 

详述） ，更 兼北 风司令 、严 冬气候 也不利 于英军 作战。 因此 ，英军 

在 占领宁 波后， 曾于 1841 年 10 月 20 日 一 度骚扰 余姚， 后又干 

1841 年 12 月 27 日 至次年 1 月 12 日 ，次第 兵不血 刃地陷 佘姚、 

慈谿 、奉化 三城， 皆 未久据 ，即时 退出。 可以说 ，战 争在此 时出现 

了长达 5 个月的 间歇。 而璞 鼎査本 人亦在 1842 年 1 月 返回香 

港 ，并将 对华商 务总监 督的办 事机构 由澳门 迁至# 港， 并 宣布香 

港和 舟山将 成为自 由港。 -直 到是年 6 月 才北上 
英军对 佘姚等 地的军 事行动 虽不具 规模， 但 浙江巡 抚刘韵 

河却 不如奕 经那么 沉着， 隔 三差五 便派员 前往 江苏， 催 奕经早 H 

到 浙悬帜 ，似 乎惟恐 将由他 一人承 担丢城 失地的 责任。 而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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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为 所动， 其举止 如同仍 在京城 任吏部 尚书， 只 是指名 参奏严 

惩守 城官弁 t  ® 冷静如 壁上观 & 

奕经此 时驻扎 的苏州 t 当时号 为人间 天堂， 为金粉 繁华之 

地。 歌 亭舞榭 ，最 足动人 豪情。 奕 经随员 6 人 ，本 为郎中 、员外 

郎 、御史 、主事 、笔 帖式 、中 书之类 的五品 、六品 乃至七 品京官 ，此 

时均 以“小 钦差” 自居， 提镇以 下官员 ，进见 必长跪 ，相 称必 曰“大 

人 '而奕 经网罗 的投效 人上又 纷纷仿 效比附 ，呼为 “小星 使”。 ® 

在这 些“小 钦差” 、“ 小星使 ”之下 ，又 有随行 的数百 名京营 兵弁。 
这群 人淫娼 酗酒， 索财 贪贿， 闹得乌 烟癉气 。每 R 吴县 （苏 州府 

首县） 供应 SO 余席， 用费数 百元， 稍不 如意， 便掷击 杯盘， 辱骂县 

令， 正 如后来 的一句 流行语 ，前方 吃紧， 后方紧 私 苏州 展示出 

与 300 里 之外同 为天堂 之城杭 州迥然 有别的 气象。 奕经 最初不 

加 意裁抑 ，后谤 议骤起 ，只 得移营 百余里 ，于 1842 年 1 月 21 .曰 

进 至浙江 嘉兴。  . 

没 过几天 ，奕经 所等待 的川陕 劲旅终 于有了 消息， 至 2 月 

13  □，除 陕甘兵 250 人、 四川兵 300 人外 ，其 余皆至 浙江。 这批 

从 4000 里之外 风尘仆 仆星夜 兼程赶 来的生 力军， 军 纪无存 ，以 

至在 近百年 后仍在 民间留 下了“ 沿途掳 丁壮， 掠 板扉， 以 四民抬 

—兵 ，卧而 人城” 的口碑 而至 此时， 奕 经已没 有理由 观望不 

前， 于 2 月 10 日 （夏 历大年 初一） 赶至 杭州， 稍作布 置后， 于 2 月 

27 臼 赶 往前线 曹娥江 一带。 此时距 其出京 之日， 共计 131 天。 ■ 

从理论 上说， 浙江 清军原 设额兵 3 万 余名， 外 省援兵 1 万余 

名 ，又 有外省 、本 省雇勇 9 万余名 ，@兵 力不为 不厚。 但 我在第 

一章 中已经 说明， 本省额 兵难以 抽调； 而可 以抽调 的数千 兵丁又 
在定海 、镇海 两战中 溃败； 此时, 浙江原 设清军 只能各 保地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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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可调。 本 省雇勇 大多不 离家乡 ，能应 征调者 极少。 因此 ，就实 

际 而言， 浙 江此时 可机动 作战的 清军. 只是 在镇海 之战后 开抵的 

外 省援军 1.2 万人， 以及由 奕经等 人雇佣 的河南 、山东 、江 苏及 

本# 壮勇， 据称有 2 万人 。㉚ 

可是 ，这 3 万多 名兵勇 ，并 不能全 数用于 进攻。 

让我 们 看看 具体情 况：湖 北援军 2000 名 ，其中 1000 名驻守 

杭州， 1000 名驻守 海宁； 江西 援军 2000 名 ，其中 1000 名 在余姚 

兵败， 此时被 派往曹 娥江以 北的沥 海等处 ，另 1000 名奕 经认为 

不 够精壮 ，命 其护卫 粮台； 安 徽援军 1000 名， 其中 600 名 驻守杭 

州； 陕 甘援军 2(X)0 名 ，其中 800 名驻守 乍浦； 山西 、陕西 、甘 肃抬 

枪 抬炮兵 【000名， 其中 200 名驻守 杭州。 如此七 扣八扣 ，外省 

援军 只剩下 6000 名， 而壮勇 中亦有 防守各 处者。 © 

然而， 剩下 的兵勇 ，仍 不能全 数用于 进攻。 

扬威将 军奕经 自杭州 前往曹 娥江一 带后， 在 曹娥江 以西的 
i： 虞 县东关 镇扎下 大营， 自将柯 南援军 1000 名、 山西等 处抬枪 

抬炮兵 200 名。 此处 踞英军 占领的 宁波约 70 余公里 ，奕 经自称 

在 此前路 （宁波 、镇 海） 后路 （杭 州） 都可 照应。 参 赞大臣 文蔚在 

慈谿县 西北的 长溪 岭扎下 太营， 率 领江宁 旗兵.  800 名 、四 川援军 

400 名、 山西等 处抬枪 抬炮兵 400 名 ，安 徽援军 400 名 ，共计 

2000 名， 此处距 镇海约 40 公里， 据 称是进 攻镇海 、宁波 兵勇的 

后路 策应。 ® 

这样 ，尽 管道光 帝从各 省调集 1.2 万人 的大军 ，实际 上真正 
■ 

用 于进攻 的只有 四川兵 1600 名 （后用 于攻击 宁波） 、陕 甘兵 

1200 名 （后用 于攻击 镇海） ，此外 只有那 些数量 、素 质都 靠不住 

的 雇勇和 余丁。 而奕经 为了震 慑英军 ，对 外“号 称精兵 十二三 

万”！ 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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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怪诞 的布兵 方式， 奕经 又是出 于何种 设计？ 

就 分兵把 守乍浦 、海宁 、杭 州等 处而言 ，比 较容易 理解。 假 

如奕经 对宁波 、镇海 、定海 等处攻 击得手 ，英 军溃退 海上, 若乘虚 

攻击乍 浦等地 ，清 军岂 非顾此 失彼？ 更何 况当时 盛传英 军将侵 

入 杭州湾 ，由海 宁直取 省城, 使浙江 巡抚刘 韵珂惶 惶不可 终曰。 

可是， 奕经又 为何将 剩下的 6000 清军 的一半 以上， 在长溪 
岭、 东关镇 扎以大 营呢？ 后来的 结果， 使我终 于明白 ，奕 经为的 

是保命 。 东关 镇大营 1200 入 仅仅用 于自卫 ，长溪 岭大营 2000 

人则成 了一张 盾牌。 一旦 清军浙 东反攻 失利， 英军发 起攻势 ，正 

可利用 长溪岭 清军的 抵抗， 为 他赢得 逃跑的 时间！ 

与布阵 相比， 奕经在 进攻时 间的选 择上， 就 不仅仅 是荒谬 

了。 
先是 1842 年 1 月 25 日 ，奕经 与参赞 大臣文 蔚在浙 江嘉兴 

同时梦 见英军 悉弃陆 登舟， 联帆 出海， 宁波 等三城 “已绝 夷迹' 

后派 入察明 果有运 械归船 之事， 以 为“佳 兆昭著 又 2 月 10 

日 ，奕经 至杭州 ，往 据称 最为灵 验的西 湖关帝 庙占签 ，中有 “不遇 

虎 头人 一唤， 全家 准汝保 平安” 一句， 三天后 ，四川 援军大 金川土 

兵开到 ，兵 弁皆带 虎皮帽 ，更 以为“ 收功当 在此时 于是 ，他选 

定 “四寅 佳期” （道光 二十二 年正月 二十九 日四更 ，即 壬寅 年壬寅 
月 戊寅日 甲 寅时， 1842 年 3 月 ]0  0 凌晨 3 至 5 时） 为 进攻时 

间 .又 以寅年 (虎 年） 出生的 贵州安 义镇总 兵段永 福为进 攻宁波 

的主将 ，择来 他个“ 五虎制 敌”！  ® 
在速信 指导下 的战事 ，其 结果可 想而知 ，但反 射出来 的是前 

科 学时代 入们的 心态， 吉 利数码 、神 签灵验 、托梦 言事， 至 今仍有 

其相当 的魅力 ，而 在当时 实有主 宰人们 意志的 威力。 

很可 能是在 这禅逑 信的力 量的支 持下， 1842 年 3 月 6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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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 经上了 一 道长达 4000 余字 的奏折 .详述 其反攻 浙江三 城的计 
划， 并随奏 附呈了 明攻暗 袭兵勇 的清单 和作战 地图。 在 这份奏 

折中， 我 们已全 然不见 他先前 的那份 心虚, 而漾溢 着胸有 成竹的 

强劲自 信„® 又据 贝青乔 的透露 ，奕 经在战 前还为 幕僚们 举行撰 

写“ 露布” 的大赛 ，共得 30 多篇 ，他亲 自分別 名次， “首推 举人缪 
吉榖， 详叙 战功， 有 声有色 ，次 同知何 士祁， 洋洋 钜篇， 典 丽商皇 

…… ” ◎看 来， 他为 此战的 报捷而 专门进 行了一 场文字 的“演 

习”。 
道光帝 看到奕 经的计 划后， 深方其 感染， 朱批： 

“嘉 卿等布 置妥密 ，仰 仗天祖 默佑， 必能成 此大功 。朕 

引 领东南 ，敬 待捷音 ，立 颁懋赏 。”极 
诸如此 类的朱 批，又 见于先 前杨芳 、奕山 、颜 伯焘、 裕谦等 人的奏 

折 ，道光 帝为“ 捷音” 等得太 久了。 

1S42 年 3 月 10 日 凌晨， 清军积 4 个多月 的 努力， 终 于在浙 

东发 动了鸦 片战争 中唯一 的收复 失地的 反攻。 

按 照奕经 的计划 ，清 军同时 向宁波 、镇海 、定 海进攻 ：对宁 

波， 由 总兵段 永福率 四川兵 900 名 、余丁  300 名 、河 北壮勇 400 

名 ，共计 1600 名 ，担任 主攻， 另有 四川兵 600 兵 、余丁  200 名担 

任 辅攻， 以余姚 东南的 大隐山 为前进 基地， 与先期 潜入宁 波城内 

的雇勇 17 队， 内 外配合 ，占领 该城; 对 镇海， 由 三等侍 卫容照 、副 

将朱 贵等率 陕甘兵 800 名 、余丁  100 名 、河 南壮勇 500 名 ，共计 

1400 名 ，担任 主攻， 另有 陕甘兵 500 余 名担任 辅攻， 以慈 谿西北 

的长溪 岭为前 进基地 ，与 先期 潜入镇 海城内 的雇勇 11 队 ，内外 

配合 ，克复 该城； 在镇 海与宁 波之间 的梅墟 ，派勇 3900 名 ，对企 

图在两 城之间 逃跑接 应的英 军“中 途截浓 ”； 对定海 ，派战 死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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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处 州镇总 兵郑国 鸿之子 郑鼎臣 ，率 崇明 、川沙 、定海 等处水 

勇 5000 名 ，由乍 浦进击 岱山， 准备对 定海所 泊英舰 船发动 火攻。 

从 这个计 划可以 看出， 为弥补 兵力之 不足， 奕 经大量 使用雇 

然而， 这 一历经 4 个多月 准备的 反攻， 不到 4 小时便 全部瓦 

解。 
3 月 10 日凌 晨零时 30 分 ，停 泊在宁 波城外 的英舰 哥伦拜 

恩号， 突 遭两下 炮击， 而此后 又毫无 动静。 ⑱至 3 时， 清 方施放 4 

只燃 烧着的 火船， 冲向英 轮船西 索斯梯 斯号， 被英 方小艇 导至岸 

边。 与 此同时 ，清军 兵勇一 面以手 持小型 火器向 宁波城 外的英 

舰 船开火 ，但未 奏效; 一面 进攻宁 波城的 南门和 西门。 负 责进攻 

该城的 四川兵 （其中 一部分 为藏族 土兵） 极 其勇猛 ，在内 应的配 

合下一 度攻入 城内。 英军急 忙调集 火炮对 之轰击 ，而城 内狭窄 

的 街道使 清军无 处疏散 ，无 处避藏 ，惨遭 屠杀。 至天亮 ，清 军见 

大 势已去 ，便仓 卒退出 城外。 

同 在凌晨 3 时 ，清方 在镇海 施放了  10 只火船 ，企图 焚烧港 

内英 军舰船 ，但被 英军小 艇拖至 河岸。 与此 同时， 清军兵 勇施放 

小型手 持火器 ，进 扑镇海 西门。 驻 守该处 的英军 1 个连， 打开城 

门， 主动出 城迎战 ，城 内英 军数连 亦出城 增援。 由 于担任 主攻的 

清 军朱贵 部因黑 夜迷途 而未至 ，结 果相战 不支而 败退。 

值得注 意的是 ，清 军在 进攻宁 、镇 两城时 皆未使 用火炮 ，® 

交 战时火 力迥殊 ，未能 予敌以 杀伤。 据英方 记载， 宁扳之 战时, 

英军 仅阵亡 1 人 ，受 伤数人 ，而 镇海之 战没有 伤亡。 ® 

天亮 之后， 英 军轮船 皇后号 、西 索斯梯 斯号及 战船附 属的小 

船 ，沿宁 波西南 、西北 方向的 河流搜 索前进 ，共 击毁了  37 只火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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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驻在岱 山准备 进攻定 海的清 方水勇 ，早在 3 月 8  EJ 便 

被英轮 船复仇 神号和 一些小 船驱散 ，未 能发动 进攻。 尽 管郑鼎 

臣后于 4 月 14 日率该 水勇在 定海有 着毫无 战果的 一搏， 且被奕 

经粉 饰为一 大胜仗 

此时 正 在舟山 的英海 、陆军 司令， 闻讯赶 至宁波 ，英 军由防 

御转入 进攻。 

3 月 13  英陆 军司令 郭富听 闻驻在 余姚的 淸军余 步云部 

将进攻 宁波， 便率兵 600 茗， 在轮船 西索斯 梯斯号 的支援 ~F, 向 

奉化 进军。 但英 军仅前 进了约 [0 公里 ，便 发现余 步云部 在前一 
天晚 h 便己 溃逃。 

3 月 15 日 ，英海 军司令 巴加、 陆军司 令郭富 得悉慈 谿是清 

军发 动进攻 的前进 基地， 便 率领海 、陆 军士兵 1203 人 ，搭 乘轮船 

皇后号 、复 仇神号 、弗莱 吉森号 及一些 小船， 于上午 S 时 向慈谿 

进军 ；#当 日中午 ，英军 抵达， 随即占 领县城 ，并向 城外大 宝山清 

军营地 进攻。 由镇海 退回的 清军朱 贵等部 与之交 战失利 ，朱贵 

战死。 相 对清军 的伤亡 ，英军 仅付出 弱小代 价。® 

此时 在慈谿 西北约 20 华 里的校 溪岭驻 守的参 赞大臣 文蔚， 

闻 知慈谿 县城及 大宝山 的战事 ，并不 率部前 往增援 ，反于 当日率 

部 逃跑。 3 月 16 日 ，英 军进至 长溪岭 ，焚 烧了文 蔚留下 的空荡 

的 军营。 3 月 17 日， 英军退 回宁波 

远在曹 娥江以 西东关 镇扎营 的奕经 ，闻前 方军报 ，惊 魂动 

魄 ，亟思 逃跑。 幕僚臧 纡青竭 力劝阻 ，方 坚持 一夜。 3 月 16 曰 
晚， 文蔚 逃至东 关镇， 他得知 战况， 命文 蔚退守 绍兴， 而其 本人率 

部连夜 西奔， 渡过钱 塘江， 一直退 至杭州 。& 而他 后来向 道光帝 
陈述的 理由是 ，他 此行 的目的 ，是为 了检查 钱塘江 北岸的 海宁尖 

山一带 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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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如此 败仗， 对 f 如此 败将， 我真 不知应 该作何 评论! 

在 我研究 鸦片战 争史的 时候， 使我最 最感到 困难的 是清方 

史料 ，这 不是因 为清方 史料不 够充分 （现 有史 料已汗 牛充栋 ，且 

又 有太量 档案） ，也不 是清方 史料中 充满不 实之处 （可用 各种史 

料互 相参核 ，更 可用英 方资料 验证） ，而是 几乎所 有的史 料都将 

注 意力集 中于上 层活动 （尽管 许多史 料作者 并不知 情）， 而对他 

们身 边发生 的下层 活动记 述过略 过简。 

正因为 如此， 我经常 S 问 .仅仅 凭着上 层的活 动就能 写出真 

实的 历史？ P 

可有 一天， 我在中 囯第一 历史档 案馆中 查阅资 料时， 御史吕 

贤基 、浙江 巡抚刘 韵珂的 两件奏 析使我 兴奋。 我 整整花 了一天 

的时间 ，抄 彔这两 份共达 4000 余字的 文件。 它向 我们讲 述了一 

位名 叫鄂云 的官员 的故事 

鄂云 ，原名 联璧。 他 的出身 和经历 ，我 们知之 不多， 仅知其 

曾 为刑部 司官， 1837 年由南 京移寓 杭州， 鸦片战 争时为 候选直 

隶州 知州。 

1841 年初， 鄂云前 往镇海 ，要求 投效。 钦差 大臣裕 谦知其 

不谨, 恐其逗 留而招 揺生事 ，便薄 给所予 ，饬令 他往。 时 在镇海 
■ 

的浙江 巡抚刘 韵珂， 念其 昔日曾 为刑部 同事， a 景况 穷苦， 也给 

了 盘费银 30 两。 鄂 云离开 镇海后 ，不知 其踪。 

1841 年底， 扬威将 军奕经 南下， 驻扎 苏州。 鄂云又 前往投 

效。 奕经的 随员、 步军统 领署七 品笔帖 式联芳 ，为其 堂弟。 靠着 

联芳的 引见， 鄂 云又自 称 能勾引 汉奸， 作为 内应， 奕 经派其 办事， 

多次 往来江 、浙 之间， 曾 往杭州 面见刘 韵珂， 大谈 他与联 芳的关 

系 ，并 称其与 奕经也 有亲戚 关系。 刘韵 珂见其 不规， 多加提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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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云自 由奕经 派差后 ，便移 眷属于 绍兴。 御 史吕贤 基称其 

“ 迥骗 欺朦， 无弊不 作”； 浙江 巡抚刘 韵珂称 浙江官 员知其 本性， 

只因 其为奕 经所派 官员， “不得 不照例 应付'  前 者当为 道听途 
说 ，证据 不足； 后者 又明显 有保全 浙江地 方官员 之意。 但是 ，鄂 

云在 浙东反 击战中 的劣迹 ，终 于揭露 出来。 

据鄂 云自称 ：他因 奉奕经 的命令 ，在慈 谿县后 山泊地 方招雇 

乡勇 5()0 名 ，头目 5 名 ，从 1842 年 1 月 9 日至 4 月 19 日 ，共支 

给口粮 、器械 、船价 等共计 16956 千文， 又 雇梁勇 53 名 ，从 2 月 

12  Q 至 4 月 19 日 ，支 给口粮 1098.8 千文； 后奕 经下 令裁勇 ，他 

经过 奕经的 批准, 雇 募福建 同安船 17 艘, 水勇等 348 名 ，从 4 月 

19 日至 10 月 3 日 ，船 价口粮 共计银 12000 余两。 以上 共计银 

12000 余两 ，钱 18054.8 千文 。 

据各粮 台査帐 :鄂云 以后山 泊雇勇 500 名 为名， 在曹 江稂台 

支钱 2860 千文 、银 4585 两； 以续雇 其中出 力各勇 113 名 为名， 

在 绍兴粮 台支银 4374 两。 以上 井计银 9124 两 ，钱 2860 千文。 

以收入 和支出 的两帐 相对照 ，鄂云 除收到 银钱外 ，另 支出银 

2S76 两 ，钱 15194.8 千文。 这一 笔银钱 ，鄂云 自称除 劝捐外 ，自 

捐钱 12000 千文， “ 禀请奖 励”！ 

以生 活穷苦 的候选 官员， 一 下子捐 钱如此 之多， 又 从何而 
来， 显然是 大有疑 问的。 

据刘 韵珂的 调査： 自宁波 失守后 .慈谿 县后山 泊地方 乡绅招 

雇乡勇 ，保卫 村庄。 鄂云 前往， 宣称调 赴曹江 ，随营 听用， 并付给 

各 勇定钱 、盘费 、器 械等费 用每名 1500 文 ，各 勇应允 ^  1842 年 2 

月 8 日， 鄂云率 该勇由 后山泊 起程， 2 月 11 日到达 曹娥。 出发 

时 仅给该 勇每名 500 文， 2 月 12 日 始给口 粮钱 300 文。 3 月 7 

日 ，鄂 云拨勇 50 名 ，埋伏 在镇海 城外； 拨勇 150 名 ，交四 川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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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濮诒 孙管带 ，驻 宁波西 乡的邵 家渡; 拨勇 50 名， 为泗州 知州张 

应云 的护卫 ，驻 慈谿骆 驼桥； 自留勇 50 名 ，为 其护卫 ，驻 慈谿东 

门 外的清 道观； 剩下 200 名 ，命头 目黄得 胜管带 ，参加 3 月 K) 曰 

攻 打宁波 西门的 战斗。 浙东 反攻失 败后， 各勇纷 纷逃散 ，至 4 月 

1  H， 奉 命全部 撤散。 

由 此看来 ，鄂云 的手段 十分清 楚了。 我们 假定这 500 名后 

山 泊勇金 数足额 ，假 定鄂云 能够毫 不剋扣 地如期 如数发 给口粮 

钱 ，假 定该勇 在浙东 反攻失 利后无 一逃亡 （这 些在 当时都 会是寄 
迹）； 那么 ，鄂 云实际 支出的 定钱、 口粮钱 总计为 7450 千文 。以 

此数对 照他在 曹江、 绍兴两 粮台支 领的银 钱数， 以当时 的平价 

1600 文兑银 1 两为率 ，鄂云 通过多 报日期 ，谎报 留勇， 中 饱军费 

银共计 5631 两！ 

由干 资料的 缺乏， 我们还 不知道 鄂云在 同安船 、勇上 施展了 

什 么手段 ，但 是可以 肯定， 他只会 向里扒 银子而 木会向 外掏银 

子 

然 而， 事情 还并未 结束。 鄂 云通过 雇勇宣 称捐钱 12000 千 

文。 按照 1841 年 11 月由户 、吏 两部 奏定的 {海疆 捐输 议叙章 

程》： @平 民捐银 1.2 万两 ，给 予道员 职衔； 候补、 候选官 员可将 

本身职 衔按捐 例减半 ，再核 其捐数 议叙； 捐额溢 出 部分按 500 两 

加一级 纪录； 候选直 隶州知 州捐银 8000  m, 议予 本班尽 先补用 

•■- … 等等 规定， 又 按照捐 纳时钱 1 千 文按银 1 两计算 的惯例 ，鄂 

云凭其 12000 千文 的捐献 ，若 要宫術 ，可 获“道 员衔加 四级纪 

录” ，若 要官职 ，完 全符合 “本班 尽先选 用”。 由 此可见 ，鄂 云非但 
发了财 .而 且可 以升官 或得到 实缺！ 

鸦 片战争 对清王 朝说来 是一场 空前的 灾难， 但对鄂 云说来 

却是一 个难得 的机会 ，而且 ，值得 注意的 是， 越是如 同鄂云 '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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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调子 P 昌得 比谁 都高， 话说得 比谁都 好听。 

鄂云 是一个 小人物 ，他靠 着一名 七品笔 帖式的 堂弟， 便可如 

此贪赃 枉法。 我们虽 不能由 鄂云一 事例来 推断清 王 朝官 员中人 

人如此 ，但 在当时 ，利 用雇勇 做手脚 发国难 财又似 乎不是 秘密。 

许 多私家 记载对 此留下 了记载 。你又 按照清 朝当时 办事规 则， 制 

造军器 、修 筑工事 、调 防兵弁 等等， 凡 是涉及 到银钱 之项， 无不可 

从中 侵蚀。 

而鄂云 被揭露 ，又 纯属 偶然。 御史吕 贤基只 是据听 闻举报 T 

道光帝 命江苏 、浙江 官员清 查^ 恰 浙江巡 抚刘韵 珂与扬 威将军 

奕经 有隙， ® 干是 ，便乘 此机会 ，穷 追究诘 ，如实 上奏。 若刘 、奕 

栉洽 ，以当 时官官 相护的 陋习， 很可能 出现“ 查无实 据”的 结局。 

道 光帝收 到刘韵 珂的奏 折后， 命两 江总督 再查， @ 我因没 有找到 

相应 的材料 ，不 知鄂云 后来究 竟如何 发落。 

奕 经在浙 东反攻 时主要 使用的 力量是 雇勇。 从鄂云 所雇沿 

山泊勇 500 名这一 实例中 ，我 们已经 看到： 这些雇 勇既未 进行严 

格 的训练 ，也无 合乎近 代战争 原则的 编制； 充勇者 本人又 似仅仅 

为定钱 、口粮 钱而来 ，到军 营后仅 20 佘天 便送上 战场。 这祥的 

雇勇 又怎么 会有战 斗力？ 又怎 么会不 临阵脱 逃？ 反过来 又可设 

想， 他们若 不逃跑 ，又岂 不白白 送死？ 如此 作牺牲 对国家 、民族 

一无 所益， 而对 他们本 人及家 人却是 无法挽 回无以 承受的 噩难。 

就此 而论， 鄂云 等人驱 策毫无 训练的 雇勇上 前线又 何异于 杀人？ 

当 我抄完 吕贤基 、刘韵 珂两份 奏折后 ，坐 在档 案馆宽 敞的阅 

档室里 ，怔怔 地望着 这两份 文件。 我揣度 着鄂云 和那些 不知姓 

名 的雇勇 的心思 ，思索 着吏治 与国运 的关系 ，种 种联想 不可遏 

制 ，连绵 而至。 天黑了 ，灯 亮了 ，人 们纷纷 离去。 我才发 现已坐 

了 很久， 很久， 也想了 许多， 许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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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恩格 科特： '(早 期香 港简史 MEndicott， J+ B,  “Bipgraphica】  Sketch  of 

Early  Hongkong'  Singapore,  1962) 第  13 至  14 页。 

②
 
 马士  ：<中 华帝国 对外关 系史〉 中文本 ，第 1 卷 ，第 751 页。 

③⑤ （中国 丛报〉 ，第 10 卷 ，第 476 页 ，第 524 页^ 

④ 马士  1 中华帝 国对外 关系史 >  中文本 ，第 1 卷 ，第 745 至 751 页。 

⑥⑧ 佐佐木 正哉： { 鸦片战 争乃研 究> 资料篇 ，第 129 至 130  M， 第 

131  页。 

⑦ 璞鼎 査致巴 麦尊， 1S41 年 8 月 14  口  ；麻 恭致璞 鼎査， 1841 年 S 月 

14  Ho 转见于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 争研究 ——从璞 鼎査就 职到南 京条约 

的缔结 >( 日 （近代 中国 >第 14 卷， 中译本 由李少 军先生 提供） 麻恭 在与余 
m 

保纯的 会谈中 ，曾 特别指 出：要 将璞鼎 査的使 命尽快 报吿中 国宰相 ，璞鼎 

査不 与任何 未获中 国皇帝 授予全 权的代 表会谈 ，并 就英军 的北征 意图怍 

了 说明。 

| ⑨ 此 时参赞 大臣杨 芳因病 获准回 湖南本 任调理 ，参 赞大臣 隆文因 
病亡故 ，广 东方 面仅剩 此四位 大吏。 

⑩⑫⑫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15 至 16 页 ，第 17 页 ，第 49 

至 50 页 。 

⑪ 从另- 方面来 看， 奕山 对福建 、浙江 官员还 是透鱔 一些真 情的。 

1841 年 S 月 30 日 福建巡 抚刘鸿 翱收到 奕山的 咨会： 英国新 到领事 璞鼎査 

送来 “夷” 书两件 ：一为 义律革 职间国 ，璞鼎 查接任 领事； 一 为“要 善定章 
程， 照去年 七月在 夭律呈 诉各条 办理。 如 广东不 能承当 ，即分 船北上 、要 

求 宰相商 议等语 ，并有 七月初 一、 二日 （8 月 17  口、18 日） 即行 启碇 之信％ 

刘 鸿翱收 到此咨 会时， 厦门已 经失守 ， 结果由 他上奏 请旨沿 海各地 严防。 

9 月 3 日， 裕谦也 收到了 奕山于 S 月 16 日发出 的咨会 ，内 容相同 （〈鸦 片战 

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33 至 34 页 .第 44 页） 。 

⑭ 〈清 史列传 1 卷闪八 ，本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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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颜 伯焘奏 ，道光 二十一 年正片 1 十九口 ，军 机处录 副奏折 。 （清 h 

史列传  >  称道光 帝命其 毋庸进 京请训 ，误。 

⑯⑰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18 页 ，第 213 页， 

第 350 页 ，第 451 至 452 页， 第 481 至 486 页； 第 4 册 ，第 20 至 28 页。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3 册， 第 137 页6 此时 福建巡 抚吴文 镕已调 

仟湖 北巡抚 ，由 3 南布政 使迁福 建巡抚 的刘鸿 翱尚未 到任。  . 

© 详见第 一章第 二节。 

⑳  184G 年 7 月的度 门之战 ，见第 二章第 -节。 1840 年 8 月 的第二 

次厦 门之战 ，是 封锁厦 「I 的 英舰鳄 & 兮和 一运输 船与厘 n 守军发 生的武 

装 冲*， 可参 见拙文 < 鸦片 战争时 期厦门 之战研 究〉， （近代 史研究 >1993 年 

第 4期& 

㉑ 周凯 ：（ 厦门志 >3832 年 ，卷三 ，兵制 ，卷四 防海。 关十这 些炮台 

的火炮 数量， 我尚未 杳到有 关资料 ，但 据祁尚 藻等人 的奏折 ：闽省 “I 口设炮 

台， 大者不 过周围 I 余丈， 安炮不 过四位 A 位， 重不过 千斤'  (<筹 办夷务 

始末  >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291 页） 由此 可太致 推测其 规模。 又据英 军翻译 

罗 伯聃的 报告， 1840 年 7  ；] 第一次 厦门之 战时, 厦门岛 南 岸炮台 ，即 “大炮 

台”， 可安炮 5 门， 但此时 I 门 炮也未 安设” （〈中 国丛报 >第 9 卷 ，第 223 
页）。 这也验 证了祁 渖藻的 说法。 

㉒ 炮墩是 用麻袋 装填沙 土堆积 而成的 临时性 的炮兵 阵地。 福违的 

炮墩 规制为 ，高 由沙袋 五层至 1 余 S 不等， 厚则 S 少 为沙袋 五层， 周 K:  10 

余史至 UJ0 余丈 不等 （见祁 渖藻奏 八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296 页； 邓廷 桢函， 〈鸦片 战争〉 ，第 2 册 ，.第 578 页）。 

@©@©®©©@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册 ，第 347 至 348 

ft, 第 448 至 449 页； 第 2 册 ，第 880 至 881 页 ，第 980 至 981 页 ，第 1153 

页 ，第 760 至 762  PU 第 1151 页 ，第 li60 至 1161 页 。 

㉕ 这 名军事 工程师 评论道 ：“虽 有两艘 载炮各 74 门 的战舰 对该炮 

台 发射了 足足两 小时的 炮弹， 但毫无 结果， 并未使 对方〗 门火炮 失去效 

用。 我们的 zb 兵 进了炮 台之后 ，发现 在炮台 内打死 的士兵 很少'  (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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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尼 （对华 作战记 >第 174 至 175 页）  , 

@ 宾汉： 〈英 军在华 作战记 >，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258 页。 

㉗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 朝， 第 I 册 ，第 879 至 88i  又据 英方记 

载 ，鼓 浪屿共 设火炮 76 位， 屿 仔尾共 设火炮 41 位， 那么 ，厦门 岛南岸 共有 

火炮 162 位 ，除 去石壁 的火炮 100 位 ，在石 壁以东 以西各 炮台共 有火炮 62 

位。 乂据颜 伯焘奏 ，度门 岛南岸 、鼓 浪屿 、屿 仔尾共 有守军 2799 人。 但从 

后来 的总兵 力来看 ，在交 战时 ，此 数仍有 增加。 

®  若从全 国的范 围来评 估， 那么， 厦门地 区的火 炮数仅 次于虎 门， 

为全国 第二， 兵弁数 （不 包括 雇勇） 仅次 于后来 的吳淞 、宝山 地区， 为全国 

第二 ，至 于其炮 台工事 之坚固 ，无疑 为全国 第一。 

®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 光朝， 第 1 册 ，第 349 至 350 页。 此次 道光帝 

谕旨中 "怍 正开销 '是 他第一 次批准 鸦片战 争的军 费可由 清朝財 政中支 

出3  
■ 

®  < 筹办 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1 册 ，第 524 至 525 页。 尽管 道光帝 

在谕 旨中称 ：（ 著 吴文镕 r 所需 支发 钱粮. 菁斟 酌筹划 ，裁 汰浮糜 ，其 应用 

款项 ，随 时奏闻 …… '但 吴文镕 - 见旨意 如此， 又何敢 再提请 款之事 ，只 
能一 拖再拖 ^ 

㉔ 按照清 代的会 计方法 ，动用 各府银 两须！ H 还。 因此， 邓廷桢 先前动 

用瘅、 泉府银 15 万 ，吴 文镕所 动用的 6 万两, 均应从 已请到 款项中 扣除归 

还， 实际军 费仍是 50 万两。 

©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4 册 ，第 38 贵、 道 光帝后 仍予以 批准。 

⑪ 张集馨 ：<道 咸宦海 见闻录 > ，第 65 虹。 张集 馨还称 ，颜伯 焘在漳 

州 一连四 日不走 ，地 方官送 其属员 程敬五 十两， 才 离开。 此次颜 伯焘过 
境 ，地方 官用去 1 万多 两银子 ，结 果诡名 在雇勇 項目中 报销。 鸦片 战争的 

军贽竟 有派做 如此用 处者。 

©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3 册 .笫 552 至 556 页 。又， 随奏 附呈的 

8 个附 件未收 ^ 但 王庭兰 致曾望 颜函， 可见于 （中西 纪事〉 ，“ 广东 人民誓 

词”， 后奉 旨调査 的梁章 钜亦有 上闻， 见<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4 册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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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 页， fS 计内容 相问。 

⑬ （鸦 M 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3 册 ，第 579 页 ，第 588 页„ 道光 帝两次 

谕 令颜们 :* 的撤防 圬：第 -次是 收到奕 nr 广东 夷务大 定”的 假报 告； 第二 

据颜伯 焘的 沿海守 军换防 的奏折 ，要 其“ 仍遵 前旨％ 颜伯沒 的收到 
口 沏据其 奏折， 见< 鸦片战 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29 页 。 

@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4 册 ，笫 〖8 页。 但是， 颜伯焘 此时 亦裁撤 

r  -些对 作战 效用不 大的雇 s， 水师 提督窦 振彪 也以为 暂时无 丰， 率师船 

出洋 巡缉 拇盗 （同 hH 第 30 记）。 

⑯ （中 N 丛报 >第 10 卷， 第 524 证。 

⑰ 佐 佐木」 1£战： 《鸦片 战争的 研究》 资料篇 ，第 132 贞。 

©  ̂  时的厦 城与 今大的 概 念不问 ，它 是一 个直径 两华里 的圆型 

小城 ，内 驻 水师提 督衙 「 I ， 位 尸 厦 n 岛的 m 南部 。当 时厦 n 的繁 华市虬 

在岛 的西 南角， 俗称“ 十三 道尖' 

© 此 LMN 之战 经过的 id 叙， 参核以 F 资 料：颜 伯焘奏 、怡 & 奏 、端 

华奏 ，兕< 筇办夷 &姶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1151 至 1154 页， 第 3 册 ，第 

1 183 至 1184 页 ，第 1485 孕: I486 货， 第 1568  di  1572 妬； 林树 梅文， 徐继畲 

函，见 （鸦 n 战争在 闽台资 料选编 >, 福建人 S 出版 社， 1982 年 ，第 144 至 

U8 页； 〈英军 攻占度 门的军 亊报告 ：郭富 致印度 总督阿 克兰 、巴加 致印变 

总胥 阿克兰 、胞袓 致巴加 、爱 利斯 致胞祖 h 见< 中国丛 报>第 11 卷 ，第 [48 

至 157 页； 宾汉：  < 英平在 华作战 记> 、伯纳 德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 奥寒 

隆尼 ：< 对嘈 战争记 > 、穆瑞 ：< 在华 战役记 > 、麦华 生：  <在 华两年 记> ，汉译 可 

见<鸦 片战争 在闽台 资料选 编>。 

© 据淸方 官员事 后调査 ，1  夏门岛 南岸各 阼地淸 军战死 40 余人 ，鼓 

浪屿清 军战死 33 人 ，受伤 37 人 U 筹办夷 务始末 > 道光朝 ，第 15 砂至 1570 

页> ，看来 清军的 减员主 要是逃 亡不归 ^ 同 时又可 反证厦 门岛的 工事坚 

固 ，英 军炮火 未能给 予重大 杀伤。 

@ 此 处讨论 的是正 规战。 至于装 备落后 的国家 对装备 先进的 a 

家， 亦有在 战争中 取胜的 先例。 但在战 术上. 多采取 游击战 ，战略 上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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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当 时不设 巡抚。 

© 总 督的本 职为正 _ :品 ，应 例兼兵 部尚书 ， 故为从 一品。 

m  1S32 年 ，裕谦 将其文 牍编为 c 勉益斋 偶存稿  >  八卷， 1S34 年又编 

< 勉益斋 续存稿 > 五卷。 从 这些义 牍来看 ，他留 心政务 ，也 常常 会想出 一些 

办法 D 其 s 后一卷 ，名 《州县 当务二 十四条 沁记载 他作地 方官的 些心 

得。 就 一般层 面而言 ，裕谦 还算得 上是 - 名好官 ，但若 以优异 来衡量 ，也 
确无 突出的 政绩。 

■ 

©  1839 年 4 月， 江苏布 政使牛 鉴迁河 南巡抚 ，止 好为 复官不 久的裕 

谦腾* 了升 级的位 置。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 ，第 2 册 ，第 695 至 696 页 ，第 700 

至 702 页 ，第 735 至 73S 瓦； 第 3 册 ，第 97 至 100 沉， 第 293 页 ，第 420 页； 

第 4 册 ，第 85 页6 

© 林则 徐抄录 的原件 由林纟 [i 焘先 生藏。 转引自 杨国桢 林则徐 

传) 第 332 至 333 页。 折片见 （道光 朝留屮 密奏广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514 至 517 页。 

〈筹办 夷务始 米>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870 页 ，第 888 页 ，第 

963 见， 第 994 页； 第 1 册 ，第 440 页。 

⑩ 见 （入 寇志 >,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321 至 332 页。 后来 裕谦果 

然对 奕山网 开一面 ，并 无过激 的不利 言论。 

⑰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3 册 ，第 339 至 341 页。 这 4 名汉 奸是杨 

阿三 、虞 帼珍、 郁秀钦 、布定 邦^ 其中 布定邦 为广东 香山人 ，原 为买办 ，随 

英军 来浙。 英军 撤离舟 山时， 曾向清 方索要 （见 张喜： <探 夷说帖 >,<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350 页）。 又， 按清 朝法律 ， 在战 争期间 ，前方 主帅 有权实 

行死刑 ，不 似平 时须层 层审判 ，最后 由皇帝 勾决。 

⑰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3 册 ，第 219 页。 后来 ，一 名英军 军官对 

此亦 有公正 的评论 ：“我 几乎没 有理由 责备中 围人如 此报复 我们的 坟墓， 

因 为我幻 i 年在 修建丄 事时， 也破坏 r 许多他 们的坟 墓。” （穆瑞 ：<  在华战 

役 记〉， A.  Marry  - 41  Doings  in  China",  I  London,  J  843, 第 36 页） 又 》 英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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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舟山期 间， 病疫 大作 ，病死 448 人 以上， 皆埋于 该岛。 

⑭ （鸦片 战争档 茱史料 >第 3 册， 第 290 页。 “凌 迟”是 清代刑 法中对 

“ 大逆” 等罪而 施行的 极刑， 裕称 剐刑'  这 位英国 俘虏是 英军运 输船佩 

斯汤基 *伯 曼基号 （Pestonjee  Bomanjee〉 的船怯 史蒂德 （ Stead )* 见 （中 国丛 

报>第 U) 卷 ，第 29L 页。 其捕获 的情况 ，又见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382 页。 

⑮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4 册 ，第 &4 至 85 页。 据裕 谦随奏 附呈的 

英 俘供词 ，被俘 白人为 一商人 ，名 温哩， 曾在广 东见到 璞鼎査 ^ 璞 鼎査嘱 

其前 往浙江 销货， 并剌探 军情。 又据英 方记载 ，该船 为运输 鸦片的 民船赖 

拉号 (JLymh 被 俘白人 为大副 ，被俘 黑人为 船员。 

© 道 光帝对 裕谦的 这些手 段多有 赞语。 在 其掘尸 的奏折 上朱批 

“亦 可 稍称- ■快 ”； 在 其拆毁 “红毛 道头及 夷馆基 础”的 奏折上 朱批“ 可嘉之 

•至 在 其“凌 迟”处 死英俘 的奏折 上 朱批 "所办 是”； 在其对 英俘剥 皮抽筋 

的奏 折上朱 批“甚 有定见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苐 3 册 ，第 219 页 ，第 293 

」 页 ，第 290 页； 第 4 册 ，第 85 页）。 

®  裕 谦在江 苏巡抚 任上时 ，曾在 吴淞修 建七塘 ， 与土 城类似 ，详情 

见第 六章。 他至浙 江后， 与浙 江巡抚 刘韵珂 的意见 一致， 决 计在定 海修建 

土城。 又 ，英军 撤退后 ，定海 难民纷 纷返回 ，裕、 刘用以 工代赈 的方法 ，修 

建土城 ，对 安民 、守 铀均有 好处， 也使土 城能迅 速完工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 3 册 ，第 192 页）。 

©  奧塞 隆尼：  < 对华 战争记 > ，第 180 至 181 页 插图。 该插图 的标题 

为 “舟山 的髙地 '似 为了表 示背景 中的山 ，而 非准确 的描绘 土城样 式的示 
意图 ，因 而在比 例上可 能有不 太精确 之处。 土 城髙为 3 至 4 米 ，因 而其垛 

口 不会如 此之大 ，又 土城长 为 4. 8 公里 ，因而 其火 炮排列 也不会 如此密 

集。 

© 我 没有找 到“土 牛”的 资料。 但 吴淞土 塘亦有 “土牛 '其 样式据 

牛鉴奏 ，“ 有似 雉垛， 其缺 口俱安 设火炮 K 筹办夷 务始末 > 道光朝 ，第 3 

册 ，第 1623 页）。 牛 鉴的这 一说法 ，与 奧塞隆 尼一书 的插图 相吻合 ^  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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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 和定海 的防御 X 程皆 由裕谦 主持， 估计 样式相 同。 

©  定 海设防 的记述 ，据 裕谦、 刘韵坷 的奏折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 

朝 ，第 2 .册 ，第 S49 至 850 臾 ，第 8S7 页 ，第 943 至 945 页 ，第 1066 页； 又参 

考 （定 海苠隶 厅志> 卷二一 ，第 8 页 ，第 16 至 17 页。 定海的 地迤形 势又参 
阅<  定海县 志）。 

定海清 军的火 炮数量 ，清 方资料 不全。 1841 年 3 月 U  1H 裕谦 奏称， 

调拨 “一二 千斤及 数百斤 炮五十 位”； 4  ；]  11  H 又奏称 ，定 海有炮 7() 位； 7 
月 1 日刘韵 珂奏称 ，土 城和震 远炮城 、炮 台设铜 铁火炮 22 位 ，县城 设大小 

火炮 41 位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 光朝, 第 2 册 ，第册 3 页 ，第 963 页 ，第 1066 

页）。 但战前 清军火 器的实 际数景 ，我还 没有查 到有关 记载。 英方 的记载 

较详 ， 但各有 差别。 宾汉称 ，定 海火炮 总数为 170 位 ，其中 上城和 震远炮 

城、 炮台为 95 位， 县 城城墙 上设炮 41 位 （《英 军在华 作战记 >， 〈鸦 片战争 > 

第 5 册 ，第 262 虫\ 第 320 页 h 伯 纳德称 ：土城 上设炮 80 位 ，震远 炮城设 

火炮 12 至 15 位 （〈复 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 2 卷 ，第 191  穆瑞 称：战 

后共缴 获铁炮 100 位 ，铜炮 42 位（< 在华战 役£> ，第 38  奥塞隆 尼称， 

土城一 带有炮 150 至 200 位（<对 华 战争记 >, 第 179 页）。 这里， 宾汉关 f 

土城 一带的 火炮数 与 伯纳德 相符， 关 于县城 一带火 炮数与 刘韵珂 的说法 
相同。 因此， 我这电 采用宾 汉的 说法。 

© 据裕 谦奏， 定海额 设水师 77 艘， 上次战 斗损失 24 艘, 遭风 * 坏等 

情 30 艘， 实际在 航者仅 23 膻 << 鸦片 战争«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340 至 341 

©  < 筹办夷 务始末 > 道光朝 ，第 2 册 ，第 945 页 ，第 1067 页。 据裕谦 

奏，这 里水勇 使用的 船只为 •‘新 造十 六桨快 船及买 、雇渔 船百余 只”。 

©  < 定海善 后事宜 > 共计 16 条， 其 中最主 要的有 4 条：一 、将 定海县 

升格为 直隶厅 ，直 隶于 r 绍台 道。 二 、组建 定海城 守营。 、改造 故船。 

四 、浙 江提 督每年 巡阅定 海一次 ，并 P 每年 夏秋两 季驻扎 镇海， 以重 海防。 

裕谦 的这咚 建议是 1841 年 5  J1 】7  H 上 奏的。 5  n  27  H 道光帝 F 发军机 

大臣核 议&  8 月 日 ，平 机大臣 等核议 枇准。 结果 ，除/ 定海 县升格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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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佘 各项并 来落实 （< 鸨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3 册 ，第 429 至 436 页 ，第 616 

至 628 页）。 从裕 谦的奏 折内容 来看， 并未切 中当时 的要害 ，即便 完全落 

实 ，对 后来 的战斗 也不会 起什么 作用。 

@  (筹办 夷务始 末>道 光朝， 第 2 册 ，第 943 页^ 尽管 后来的 事实址 

明 r 裕谦的 判断， 但裕谦 立论的 基础是 宂全错 误的。 英军 之所以 从道头 

-带发 起迸攻 ，并非 害怕舟 山的崇 山峻岭 ，而是 自 恃实力 ，有 把握 从淸军 

设防 最坚处 突破。 

@>  < 定海良 隶厅志 > 卷二八 ，大事 〖己。  ' 

©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244 页。 在鸦 片战争 史的研 

究中 ，使我 最为困 惑的就 是“汉 奸”说 ，几 乎没 有一位 前方土 帅不是 大谈汉 
奸问题 ，并称 汉奸参 战。 而英 方文献 对此极 少记录 ，至 多不过 是雇中 JM 人 

充 汽苦力 ，从 事运输 。 这个 问题的 真解决 ，仍有 待于智 者高乎 ^  m 我以 

为， 清方文 献中“ 汉奸” 说流传 甚广， 很可 能是以 为英军 不善陆 战， 而将登 
陆英 军合理 想象力 汉奸。 

© 英军 “二万 ”的 说法， 见 于夏變 （中 西纪亊 > 笫彳 02 页; 英军“ 〒万” 

的 说法， 町见 于梅曾 亮所撰 <卫 刚节公 （锡 朋） 家传 >, {柏枧 山房文 集>卷 

九。 此 两人柄 材料来 源不明 ，疑为 听讹。 

®  (鸦 片战争 档案 史料） 第 4 册， 第 95 页； 宾汉： 〈英 军在平 作战 记〉，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261 页。 据裕谦 奏， 英军 受打击 后逃窜 回 船， 清军阵 

亡 2 人 ，受伤 1 人。 据宾 汉称， 英军的 行动是 为英船 赖拉号 的两名 船员被 

捉 （咩见 注⑮） 而采取 的报复 行动。 英军烧 毁了此 处清军 的营地 和火药 

库， 己方毫 无损伤 ，主动 撤回。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95 至 96 页 ，第 98 页。 伯 纳德： 

< 复仇 神号航 作战记 >， 第 2 卷 ，第 176 至 181 页。 裕谦 奏称， 石浦清 军击退 

了 英军的 进犯； 而 伯纳 德称, 英军进 攻石浦 ，是 为了砍 取木材 ，作为 轮船的 

燃料 ，英 方还占 据了石 浦清军 的炮台 D 

® 伯纳德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2 卷 ，第 Y86 页。 

© 裕谦奏 ，< 溥办夷 务始末 > 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324 页； 伯 纳德：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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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 2 卷 ，第 186 至 187 页； 宾汉： 《英 军在 华作战 〖己>, 

〈鸦 片战， K 第 5 册 ，第 261 豇 。乂， 矩 军将盘 峙岛称 为荼岛 （Tea  Islam!) ， 

可能是 盘峙西 而有大 、小荼 岙所误 P 定海亦 有荼岛 ，位 于外 长屿岛 以南。 

您 裕 谦在晓 峰岭建 有閩城 ，驻有 兵员， 并没有 准备安 设火炮 ，侶英 

军 误将此 围城当 作炮台 ，故派 兵前往 破坏。 

© 裕谦奏 、奇明 保奏.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3 册 ，第 1243 啟, 

第 1250 页； 伯 纳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E> 第 2 卷 ，第 192 至 195 豇； 宾 

汉：  < 英平 -在华 作战记 >， C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262 尻； 穆瑞 ：< 在 华战役 

记 >， 第 24 允 26 页、 

# 以上作 战经过 ，综 合以下 资料： 裕谦奏 ，奇 明保奏 ，（筹 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3 册 ，第 1243 罕 1245 贞 ，第 1249 至 1251 页 ，第 1263 页 ，第 

1265 页； 〈英 夷入 粤纪略 h  ■{犀 烛 留观记 事）， < 鸦片战 争新史 料）， 见< 鸦片 

战争 >第 3 册 ，第 17 页 ，第 262 页 ，第 439 页； 伯纳德 ：  < 复仇神 号航 行怍战 

记>笫 2 卷 ，第 195 至 200 页; 穆瑞 ：（ 在华 战役记 > ，第 26 至 36 页； 奥寒隆 

尼：< 对华战 役记〉 ，第 180 至 185 页； 宾汉 ：（ 英 军在华 作战记 >,<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263 至 264 贞\ 

® 此战 英军的 伤亡， 英方记 载小有 不同。 宾汉 称：第 55 团 战死 2 

入 ，受伤 24 人， 其他部 队受伤 3 人， 但又在 总计中 称受伤 28 人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264 豇）。 伯纳德 称：第 55 团战死 2 人 ，受伤 19 人， 其他部 

队受伤 8 人 （（_£ 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 2 卷， 第 200 至 201 页） ^ 穆 瑞称： 

第 55 团战死 1 人， 受伤 19 人 （< 在华战 役记〉 ，第 28 至 29 豇）。 

<鸭 片战争 档案史 料）， 第 2 册 ，第 5S8 页； 第 3 册 ，第 214 至 216 页 ，第 260 

ii  261 页 ，第 422 页 ，第 446 页*第 573 页； 第 4 册 ，第 S5 页 ，第 m 至 112 

5T, 第 118 页， 第 150 豇 ，第 164 第 166 沉 ，第 173 至 174 豇， 第 1即 虫， 

第 184 页 ，笫 198 页 ，笫 202 页 ，第 224 至 225 页 ，第 240 至 241 页 ，第 243 

K, 第 294 页； 第 5 册 ，第 341 页 ，第 568 页； 第 6 册 ，第 717 至 719 页 ，第 

734 页 ，第 756 至 757 贫。 401 



㉚®  (筹办 夷务始 末>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243 至 1246 页 ，第 1269 

罕 1272 页。 

®  以下设 防情况 综合伊 里布、 刘韵珂 、裕谦 等人的 奏折， 见 （鸦 片战 

争档 案史料 >第 2 册，第 670 页； 第 3 册 ，第 440 至 U1 页 ，第 520 茔 521 

页 ，第 571 豇； 第 4 册 ，第 110 页。 

m  镇 海防兵 共计约 5000 人，但 其中一 部分驻 在旗头 的盛岙 、双岳 
和_ 浦等处 D 据 战后余 步云称 ，县 城一带 防兵仅 3000 余人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枓 >第 3 册 ，第 441 页； 第 6 册 ，第 717 页）。 此处 合井该 处雇勇 700 名 
…起 计箅。 

@  我 未査到 清方有 关火炮 的数目 的资料 ，此处 据宾汉 ：< 英 军在华 

作战记 >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320 页。 伯纳德 ：< 复 仇神号 航行作 战记） 第 

2 卷， 第 222 页。 

⑩ 鲁一同 ：< 书裕靖 节公死 节事略 >,< 鸦片 战争》 第 6 册，第 302 页。 

@  由于镇 海的地 形地貌 ，经 历百余 年的自 然变迁 和经济 建设， 已经 

有 了很大 的改变 ，此 图的地 形地貌 绘制， 参阅俞 樾等纂 （镇海 县志 >, 1379 

年； 上荣 商等* {镇 海县志 >,1932 年所附 各代地 图。 其中拦 江埠两 炮台位 

置 ，据 ：£ 荣商等 纂< 镇海县 志>卷 九中的 遗迹资 料核准 ：东岳 宫、* 学泮池 

位置 ，据该 忐所 附“镇 海县城 区图' 

@  以 il 战 斗经过 ，综合 以下资 枓：一 、清 方奏折 （余 步云、 刘韵珂 、奇 

明保 、穆 彰阿等 奏）： 见{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173 至 174 页^第 

]80 页 ，第 184 至 188 页 ，第 198 页 ，第 201 至 202 页 ，第 289 至 291 贞 '第 

2 似至 295 页 ，第 329 页； 第 6 册 ，第 549 至 552 奸 ，第 716 至 ？19 页， 二、 

英方记 载：伯 纳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第 2 卷 ，第 213 至 223 页； 宾 

汉 英军在 华作战 记>,  <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266 至 274 页； 奥塞隆 

(对华 战役记 >第 188 至 191 页； 穆瑞：  < 在华战 役记〉 笫 42 至 5? 財， 其中作 

者将 镇海误 作为“ 定海” （TinghaiK 而将 定海只 写作“ 舟山” （ChUsan);{* 

闲丛 报夂第 10 卷 ，第 588 页 ，第 626 至 629 页。 二 、淸 方私家 E 载： 夏變 

《中 叫纪负 > ，第 103 页 ，第 308 罕 309 页； 售一同 、书裕 靖节公 死节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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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 战争〉 第 6 册 ，第 302 至 304 页； 梁廷枬 ：< 夷氛闻 记> ，第 96 至 99 页。 

此战中 ，英 军的伤 亡 人 数宾汉 称战死 16 人， 伯纳德 称战死 3 人； < 中国丛 

报》 文 称， 定海 、镇 海两次 战斗， 英军 共战死 17 人 ，受伤 36 人 ，若 按定海 

之战的 英军伤 亡人数 （见 注⑯） 计算， 更接近 5 宾汉 的说法 ^ 

⑩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20〗 至 202 页。 该奏附 呈的余 

升 、丰伸 泰的禀 词未见 ，其中 余步云 嫁女情 节见于 道光帝 的谕旨 （同 上书， 

第 408 页）， 可能余 升的禀 帖谈到 此事。 

®  〈清 史列传  >  卷三九 ，本传 t 

#  英方 的记载 可见注 ®; 刘韵河 的调査 ，见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4 册 ，第 289 至 290 页 ，第 294 贳； 刑部 尚书阿 勒清阿 的调査 ，见 同上书 、第 

6 册 ，第 551 至 552 页。 

mm 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争的研 究> 资料篇 ，第 136 至 i4i 页。 
@  璞鼎 査致巴 麦尊， 1841 年 10 月 31  H, 转引自 佐佐木 正哉： {南京 

条 约的签 订和其 后的一 些问题 >， 3 〈近代 屮国） 第 21 卷 ，中 译本由 李少军 

先生 提供。 又， 据刘韵 珂奏称 ：1841 年 11 月 2 日 ，镇 海县童 生陈在 镐至其 h 

衙门 ，投递 “夷书 ”两封 ：璞鼎 査致刘 韵坷、 余步云 照会， 巴加 、郭富 致刘韵 

珂、 余步云 照会， 但缺璞 鼎査、 巴麦尊 致“钦 命专理 外务宰 相“照 会两件 

(案 ：璞鼎 查前次 派送照 会之人 日 内返回 ，若从 10 月 16 日 出发 ，应于 10 

月 21  R 返回 ，又 璞鼎査 10 月 31 日报告 已说明 其返回 ，可见 第一次 投书人 

并非 陈在镐 h 刘韵 坷因奉 谕旨， 不准接 受夷书 '又 恐将原 书退回 ，会引 

起 英军进 攻杭州 ，遂授 意他人 ，将 “夷 IV’ 仍交给 陈在镐 ，告 以英方 照会系 

交刘韵 珂与余 步云共 同开拆 ，余 步云不 在杭州 ，刘韵 珂不愿 "独行 拆阅' 

令其“ 毋庸呈 投”。 又告以 陈在镐 .浙江 已蒙钦 放将军 ，即将 到来， 不如等 

将军 到来， 陈在镐 再投。 此外 ，刘 韵珂还 让陈在 镐“自 写书信 一件， 遑人寄 

交逆夷 ，以缓 其进兵 攻扰之 谋”， 又将 陈在镐 交钱塘 县严行 看守， “ 候扬威 

将军等 抵浙后 '“再 行酌 量办理 _’（<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4 册 ，第 298 至 

301 页）。 佐佐 木正哉 先生在 英国档 案馆査 寻的档 案中， 有 …件“ 王定胜 

信 '谓： "蒙委 递公文 ，十八 口到省 （II 月 1  口） ，探问 余宫保 ，未知 驻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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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刘 抚院现 有小病 ，且探 得有新 放钦差 ，十 月初 （指 阴历） 吋 以抵杭 ，刘人 

人 不便作 L 我 亦不便 轻递， 只得借 居心腹 朋友家 ，待钦 差到来 ，再 行呈 

递 ，方为 妥当。 应恐误 了约期 ，有烦 挂念， 为 此觅乖 觉人寄 书先达 …… ”从 
此焙 讷内容 来看， 寄信 人王定 胜应是 刘韵珂 奏折中 的陈在 镐， 诙信 的收信 

人为“ 马老爷 、甲 老爷' 似为当 时英军 的銪译 马儒翰 （  4 礼逊） 、甲 士立 （郭 

上 立）。 又该 信的附 a 中称 ：“路 上官兵 土兵， 自 绍至杭 ，陆续 +绝， 但未知 
防 守何方 ，归宿 何处， >6 其器 械膂力 ，较从 前定海 、镇 海几处 ，似为 精壮完 

密 …… ”（< 鸦片战 争的研 究> 资料篇 ，第 142 页）。 此 时绍兴 到杭州 根本无 
兵防守 ，此处 作此言 ，当 为刘韵 珂为推 迟英军 的攻势 ，嘱 陈在镝 如此， 以迷 

惑 英方。 道光帝 下令奕 经办理 此事， 奕经又 将陈在 镐押往 苏州审 査明 

陈 在镐在 英方化 名为王 定胜， 1840 年英 军据定 海时， 即 前往民 眼病， 与郭 

I: 立等人 有交往 .诘 H “ 夷书” 中所言 何事， 陈 在镐称 书写时 他曾“ 亲见' 

“其 中无非 要讨几 处逋商 '"并 索 要银数 K 万两 '因此 ，奕 绶又将 陈在镐 

“ 解至黄 河以北 汉奸较 少地方 '“听 候提质 ，将来 事定后 ，再行 严讯” 。咁 

最为 关键的 “至所 递夷书 ，据该 童生所 供皆挟 制要求 ，并 非恭 顺乞怜 之语， 

应 听其随 身携带 ，无庸 拆阅"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 4 册， 第 446 至 447 
页）。 这样 ，陈在 镝送来 的照会 ，刘 韵珂 、奕经 都没有 拆阅。 后陈在 镐作何 

处理， 及所携 照会如 何处理 ，我未 查到有 关资料 ，不 详。 又， 佐佐本 TH 哉论 

文中对 王定胜 的身份 说明， 当误。 

㉚ 当时 的论者 （如 〈中 西纪事 > 的作者 夏燮， （夷 氛闻 的作 者梁廷 

W) 在言 及镝海 之战与 余步云 时， 已 经涉及 到许多 奏折， 因而叮 推测他 们 

也有可 能找到 刘韵珂 调査此 事的奏 折或军 机大臣 等最后 定谳的 奏折； 我 

在 这里引 用的史 料大多 未发表 ，今日 的论者 很难去 档案馆 一一 査询 ，但英 

方的 资料完 全可以 找到。 

@@@  < 筹办夷 务始米 >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272 页， 1276 页 ，第 

1301  页。 

⑱ 具体 数字为 ： 1841 年 9 月 25  江 宁驻防 SOO 名 ，安徽 1000 名； 

10 月 2 日 ，江 苏兵 3(H) 名， 江西兵 2000 名 （以 上为 裕谦调 ，道 光帝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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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丨 丨认叱 时江 曲—圬 2000 名原调 福建， 由 浴廉截 留）； it)  M  12  rrt 湖 北 

LOGO  fr,  VT.^'  1000  10  n  19  P， 河南  10(10  g;  1() 月 21  H, 湖北  1000 

名；  If)  J]  26  口  t  pLj)f|  2(100 名  ni  片  13  [〖 ， 山西 500 名， 陕甘 500 名； li  H 

16  n  , 陝西 10(H) 名 ，甘肃 L000 名 （见 <筇办 夷- 务始末 >道光 朝， 第 3 册）。 

m  <淸史 列传 > 卷四 •，本 传:： 
@@ ㉚㉚㉚ ⑱©® ⑳㉚秘  C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 4 册 ，第 327 至 

328 瓦 ，第 370 页 ，第 521 至 522 页 ，第 534 页 ，第 536 免 537 豇 ，第 589 柯； 

第 5 册 ，第 4 沉 ，第 55 卞: ：  61 奸， 第奶节 86 访； 第 6 册 ，第 659  d 

&1 靑乔 次咄咄 吟>， （鸦 汴战争 > 第 3 册， 第 181 瓦 

第 177 页. 第 179 至 180  S， 第 186 页 .第 200 页。 

@ 作为 吏部尚 书. 奕 经拟具 r 对琦 善的 种 处分； 作为步 军统领 ， 

穷蛘 率圬 两次抄 了琦芮 的家； 作为大 学士， 奕经 又参加 r 对琦善 的审判 + 

里 说奕经 全足按 旨行事 ，但在 3 时人 （尤艿 $ 事人） 的心中 ，+会 + 生隙。 

⑱ 梁廷枬  <  夷狨 闻记》 ，第 101 页。 

⑬  1841 年 10 月英 军占领 宁波盾 两次派 人送致 照会， 町见于 注㊃， 

据清方 案， 1842 年 1 月 20  英丰在 余姚交 给淸方 水勇陈 美金“ 夷字” 

两份 ，允扣 位 的中 文件， 余姚代 理知县 赴英船 讯问“ 夷字” 的意义 ，因 无翻 

洋 ，双 方不得 要领。 奕 经遵旨 询问由 广东 派来的 通事， 答口： 只 能听懂 

”话 ，但不 识“* ”7: 奕经 只得 派陈忐 刚前 往宁波 ，面 见郭 士立， 郭士 

/L' 给“ 汉字” 纸 ：i 大英 大宪启 陈忐刚 知悉。 照得 两次照 会钦差 大臣奕 ， 
如何 议和等 怡在案 ， 如欲 i 井和 ，惟 望人沾 爭帝特 派饮差 大臣， 賜给 全权讲 

和 …… ”而奕 纯收到 此文件 时， 认为“ 是其® 惧 之心， 已可概 扯” （{ 鸦片战 

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575至576 豇； 第 5 册 ，第 33 至 35 时） a 郭士 立给 

陈志 刚“汉 中提 到英方 给奕经 的两次 照会， +见 于清方 文献； 佐佐木 IK 

哉从英 闽档案 馆所录 〈鸦 片战争 的研究 >贤 料篇 ，第 144 页有 1841 年 12 月 

19  FJ 璞 鼎杳致 奕经的 照会。 乂 据璞鼎 查致阿 怕 丁 （Lord  Aberdeen) 的报告 

(L842 年 2  ；!  1  H  ) 屮择， 1841 年 12  ；]  22 日， 英斤饩 派定海 附近的 一位地 

I: 送此 份照会 ，到 r 次年 1  /I  4 日，该 信使在 杭州被 捕的消 息传 到宁波 （佐 



佐木 I 〖，: 哉： r 南京 条约” 的签盯 和其后 的一些 间题 >， 见< 近代屮 阳>第 21 

卷）。 但 此 車不叱 于清方 文献。 

铋 1842 勺：  2 月在 华陆 军兵 力总计 4942 人 ，似分 驻地方 不 明确 。同 

-时明 ，在 华英 国海军 兵力共 计战船 17 艘 ，武 装论船 6 艘， 其他船 2 艘 ，但 

木-吡 运输船 名单。 英海 军司令 部设在 舟山 ， 陆军司 令部设 在宁波 （{中 围 

丛报 >第 U 卷 ，第 I〗4 至 119 页）。 又 ，英 海军 舰船上 的火炮 G 比开 战中数 

11 减少。 

m  <中_丛报>第 11 卷 ，第 64 页，第 119 至 120 页 ，第 341 页。 

© 刘氏华 ■(鸦 片战 肀史料 >3 鸦片战 争>第3 册， 第 155 奴。 读资料 

称 ，吴挂 吳今“ 竟被逼 勒呕血 而死'  我未查 到相应 史料， +从= 

@ 范城： < 质言） 卷上。 案此节 完稿于 〖幻 5 年* 有关鸦 片战争 的记 

述， 颇多讹 误 +估汁 属听闻 而撰。 这段被 人广为 W 用的 史料 虽未必 可靠， 

但 町 虬清 平 也 民间 代代 流传的 「1 碑之坏 。 
■ 

@ 梁 廷枬： ■(夷 氛闻记 > ，第 102 页。 案 此时正 值璞鼎 查南卜 荇港， 

“运 械归船 ”很可 能由此 而来。 

m 段永福 原率兵 赴广东 ，此时 由奕经 奏调来 浙江。 
© 杨泰亨 等赛：  < 慈谿 县志〉 ，光绪 25 年 (1899 年） ， 卷五五 T 前 衷志。 

⑮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2 页，第 57 至 60 页。 W 疔乔： 

(咄咄 吟>,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187 至 189 乂 ，叨 # 乔称 ：潜人 T 波 

的雇勇 17 队 ，潜 入镇海 的雇勇 11 队， 皆“半 W  f 虚 、乂 称进攻 芥 城 的兵勇 

数 R  , 与芡 经所# 不符， +从。 

@) 此时 宁波 城停泊 的英舰 为哥伦 拜恩号 、摩底 士底号 ，轮 船皇 后号、 

西 索斯梯 斯号。 英 军分析 两次炮 响后无 动静/ ‘很可 能仅是 个 倍弓 ”（ 伯 

纳德 <S [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第 2 卷 ，第 280  liOo  乂 ，据以 # 乔称， 波 S 

生献策 ，“ 用人 炮不如 用缎炮 '  即束缎 成简， 内以铜 咀， 而牛 筋生漆 裹之， 

当 时以银 1.6 力两, 制造了  800 门 ，据 称这些 缎炮皆 部署在 梅墟 （< 杓片战 

争〉 第 3册，第 195 贤）。 

⑬ 据 刃 宵- 乔称， 由于浙 东属水 网 地带. 火炮在 运输途 中打: 往陷 f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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淖， h  rv 役大 ，保以 为苦事 ，时浙 汀 巡抚刘 韵坷乂  E 咨奕经 ，谓 宁波 、镇 

海两城 居民 密集， 7T- 使叩 人炮 ，恐 r 石 不分。 奕绰 卜令平 中不必 耔易用 

炮. 矜十运 炮的圬 厂役大 ，闻 令后 便抛 弃火炮 ，耔 身前进 u 鸦片战 争> ，第 3 

册 ，吊 190 页  >。 沾入关 后 和沾 初期扦 次攻城 作战， 皆非常 _避 视 运用火 炮：: 

此战 淸军 弃火炮 $ 门 手持轻 型火器 ，绝 尤攻咯 能力。 

物 们 纳德： <复 仇神 咕航行 作战记 >  第 2 卷 ，第 284 页。 

_  奕较 据郑鼎 眨的报 苦奏称 ：4 月 14  沾方 水穷在 定海“ 焚烧人 

夷船 四只 ，二 板船数 毙 夷人数 卜名”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 5 

册 ，第 2 17 个 .  220 吖）. 近光帝 闯 讯大哿 ，货 史:鲊 双 眼花翎 ，并 常文 蔚头品 

顶带 （ M  t: 书 ，第 233 至 234 页 ） 。 然 对照 英 // 文献， 郑鼎臣 此次火 攻伞被 

粉矸 未烧到 英舰船 （■([：」 纳德： 《复仇 神兮 舡行 作战 记>  第 2  4\  ̂   304  ̂  

300  V; 宾汉； f 奥 Y 在华 作战 记>, ■(鸦 片战 卞》 第 5 册 ，第 288 罕 .  289  >；1  ) . 

刘 韵何根 据护理 定海 镇总圬 、游杰 周七法 的报告 ，得 知此 次进攻 未能丹 

f  , 他没 有将 此情况 直接 上奏 ，时 M 将周士 法的珞 件转 给奕蚱 ，从 劳侧兩 - 

奕羟 迕忙冉 上奏， 称烧毁 英船 "旮 粹委 M 亲供 及亲 见烧 毀夷 船之兵 民供河 

nffri,  行冉探 ，送 -:?- 佐证， 川吋 旣久， 喂 转游移 ，将 使帘 a 有为之 I， 

不得 即吋 沦功 获赏 ，恐 不免 _  I : 气而 寒码心 '认 A  “ 无沏 复杳 ”  ■(  < 杓 片战 

争 f  1 案 史料） ^5m,^  24H  il  250  -I}!；). 迫光 帝不 奄实怡 ，认力 萸军 退出 

十波， 姑郑勉 h 定海茌 胱的 〖if: 据， JU 将邱 七法交 部产加 K 处 （ M 上书 ，第 

289  ilO 

狮 卡时的 慈谿 m- 城 令 即今 「 r; = 波 所埽 的慈 城镇。 

挪  m 奕妗 m  J1 】 0 丨丨个 ： 1 5  H 的浙东 之战， ■■清 T: 共战死 340 余 

名 T 鹿男战 牝 2 ⑻余名 ，卩男 受伤 2(川 俞匕 被作 40 汆名 （<  鸦片 战争 « 案 

屮料） 第 5 册 ，第 163 订）、、 货方的 伤1': 统汁 数略冇 与:別 ，郛诂 称 ，3 片 15 

H 进攻慈 谿作战 中阵 T:  3 人 ，受伤 22 人 （<中 闽丛报 >第 11  Jl) 

努汉的 说法与 郭订相 卩 「1(  ■(鸦 K 战肀》 吊 5 册 ，笫 2S7 至 2SS 页） -、 伯纳德 

W.3  >1  1()  H 宁波 之战阵 I1:  t 人 ，受伤 数人； 3 片 15  ft 慈谿 之战阵 I':  3 人， 
HIj  15  \(<  W 仇冲 ☆航行  fl-^iLi)  qpf  2  g,  ̂ ；  284  ̂ tT  294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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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3 忖川 y 至 3刀 〖7  u 的作 战经过 ，我综 Cr 下列 资料 、鸦 片战 

争捫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73 个 76 虹， 第 SI  A 第 83 罕 85 证， 第 89  I 第 

训屯 99 似 ，第 160 辛 : 163  j； (，第 225 页； {咄 咄吟 K  <鸦片 战争〉 第 3 册 ，第 

189 至 W9 页； 伯纳德 ：（ 复仇神 弓航行 作战记 }第2 卷 ，第 280 至 3(H> 电； 

奥塞 降尼： ■(对 华战 争记) ■第 231 至 263 豇； 宾汉： 《英 军在华 作战 i ■己 >t< 鸦片 

战卞 >第 5 册 ，第 278 至 2S8 豇； 穆瑞： 《在华 战役记 K 第 98 至 122 页；  <屮 

W 丛报） 第 11 卷 ，第 233 至 237 页 ，第 4 此宝 504 贞。 

®  这两 份材 料现已 发表， 见<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筇 262 至 

263 页； 第 583 至 587 页， 

®  署 P 部尚 书恩 桂等奏 ，军 机处彔 副奏折 ，道光 二十 -年 t)] 初八 

m 据 in 占_ 乔透蕗 ：有人 献策干 前管宁 、镇 两城 反攻的 泗州知 州张应 
云 ：“北 勇由他 酋咨来 ，实 额实饷 ，尤从 影射， +如兼 募浙人 为南勇 ，可 浮报 

-二'  张应 z:_ 立即 派绅士 李维镛 、林诰 、范 上袓、 彭瑜等 ，领募 造册， 坫报 

奕经， 雇勇达 9(」00 人。 “人 数既多 ，小及 训 练， 并+ 点验'  后米 ，奕 舒发 

现其弊 ，命 全数 撤消， 时花费 银巳达 卜 余万两 U 咄咄吟 X< 鸦片 战争〉 第 3 

册 ，第 186 至 187 页）。 相 比之下 ，鄂云 只不过 足小 打小 闸而已 £> 巧 据张集 

馨透露 ，1842 年他 任汀瘅 龙道时 ，龙溪 甚有勇 1200  乂，£+其实并无其亊”。 

l「f 他 奉命撤 散这邺 只存在 』__名 册上的 雇勇吋 ，漳 州知府 、龙 溪知县 皆前往 
求 耍求冉 保留 几灭， 因为前 闽浙 总督额 伯焘免 职还乡 ，路 过漳州 ，地方 

为此开 支达银 1 万两， 非借此 S 粮+能 弥补” （《道 咸宦海 见闻彔 > ，第 67 

页)。 

®  刘 、奕矛 盾的最 初产生 ，是 因为 英军干 1841 年底、 1842 年初连 陷 

余姚 、慈谿 、奉化 4 城、 刘韵珂 又听到 英军欲 攻杭州 ，连连 催促驻 仵 苏州的 

奕经带 兵救援 ，奕经 +  P 理睬； 时奕 羚到 浙后， 见浙 江 所造 军器质 量 太差， 

小 仅咨会 刘韵坷 ，让 监造 官兵 "赔修 '而 且奏请 将监造 、验收 官员“ 交部汶 

处 ”（< 鸦片 战争铛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21 至 22 页）， 刘韵珂 等地方 tTM 不仅 

存 :妗济 上吃 賠账， 名苷上 也人受 损害； 奕经乂  fl 恃为 将军 ，有 X  vf:: 琪 沾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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昀向刘 保密 ，而刘 在浙 东反 攻失败 U， 对 奕不 事战守 、谎 报战 果的行 彳乏人 

为 6 满 -、 到战 争结 朿时 .两人 M 未 公幵决 ：5UH 摩擦 唞件 C1 有 多起。 刘韵 

河此 次揭溪 鄂云 ，还 v  n 提到鄂 k_ 忾 至 11： 衙署宣 称与 奕经 有米 戚关系 ，暗 

i 鄂云足 1£ 势作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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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7 抚”议 再运 

从 ]840 年 秋开始 的战争 ，至 1842 年舂浙 东反攻 失败， 全部 

屯实都 巳衣明 ，清 上 朝 在军寧 h 绝 无出路 d 东南 各战场 上的前 

敌 主帅们 ，心 里也 B 明 D  r 这一点 ，却 又不 约而同 地瞒着  '个 

人 ，即 在生 死荣辱 之 I1』 拨动 他们命 运的逍 光帝。 殷 鉴不远 。不 

久前 fr: K 城进 行的 对琦菩 、伊 里布 的审判 ，两 位“ 相 同” 皆被定 
罪 这如同 遮犬的 ％ 云， 紫住 了他 fll 的 心灵。 还 有什么 比保化 

甘位 和性 命史为 重要的 呢？ 

可是， 还是仃 一个人 ，在这 沉默的 氛围中 站起来 说话， 公然 

仍导“ 抚”汶 y 他就是 前面多 次捉到 的浙江 巡抚 刘韵 珂： 
讲真话 ，需 要点 勇气， 也 需要点 气 ■：、 

一  “卜可 虑” 

在各肯 的督抚 大员屮 ，刘 韵珂叮 视作 特例、 他+ 是翰林 T 不 

是进 上， 甚 .〒连 举人都 不是， 只是 u]  r ■监 屮的 拔贡生 ，勉 勉强强 

LkW 迠 正途出 身、， 他不姑 袤贤 ， m 满人， 史 籍上未 留下艽 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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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 ，想 来不过 是平常 人家。 在讲 究学历 、讲 究门第 的道光 

朝 ，刘 韵珂以 七品小 京官分 发刑部 吣 至 1826 年正 式补缺 ，居 

然由 主唭、 民外郎 、郎中 、知府 、道员 、按 察使 、布政 使拾级 而上, 

1840 年 8 月 ，替 代倒霉 的乌尔 恭额， 出 为浙江 巡抚。 在 这短短 

的 i4 年中 ，还 包括丁 父忧在 家守制 3 年„® 

刘 韵珂在 让途上 路搭 快车， 靠 的不是 机遇， 而是其 特有的 

办事处 肚的方 式：一 、办事 结实； .一 _ 、为 人乖巧 3 前 荇与道 光帝的 
为政宗 旨榫合 ，耵若 又使他 在宫场 上极有 人缘。 

比如， 钦差大 h 伊里布 、裕 谦先 后驻扎 镇海， 但对该 地防御 

似 夢 并不 经意。 刘韵 M 身为 浙抚， 自 觉有责 ，并不 因为其 t 有钦 

差大臣 专防 而放 弃责任 ，便数 度前往 劝说， 并操劳 其事。 事竣之 

府， 他并不 张扬， 而是 将劳绩 归于 伊 、裕， 上 奏时只 是淡淡 地说- 

句“其 应添 工程由 伊里布 另行奏 报”， 嗣经钦 差大臣 裕谦饬 
令 ％ @ 他的这 种做法 ，自然 讨长官 们欢喜 ，但 在奏 折中淡 淡的话 

语 ，又 约约 露出背 G 的潜台 词 ，似乎 在含蓄 地提示 道光帝 ：他是 

出 力者。 

在鸦片 战争中 ，刘 韵珂 顶多足 个二流 角色。 他虽为 战事最 

为 纷繁的 浙江省 最高军 政长宫 ，但在 他之上 ，先 后有三 位钦差 

(伊 里布 、裕谦 、耆 英） 和一 位将军 （奕 经）。 他并没 有真正 当家。 

他之所 以能引 人注目 ，在 于1 他的主 “抚” 言论。 可是 ，在 战争之 

初 ，他又 是一个 地道的 不打折 扣的主 “剿” 官员。 
1840 年底 ，刘 韵珂从 四川赶 赴浙江 新任时 ， 打定主 意要与 

“逆夷 ”血战 一场。 而 看到此 时主持 浙江军 务的伊 里布的 举措， 
从 本能上 反感。 当接 到伊里 布关于 浙江停 战的信 函后， 他全然 

不信， S 行另 派密探 潜往英 军占据 的定海 ，搜 集情报 ，并 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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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 军将久 据定海 ，伊 里布 、琦善 的“抚 夷”举 措必然 失败。 于 

是 ，他 将情报 上奏道 光帝， 另对伊 、琦稍 露微词 ，绵早 .藏针 。③他 

Q 知凭其 地位， 不町能 劝说伊 、琦， 便借助 道光帝 的神威 ，抑制 

伊 、琦。 道光 帝果然 下旨。 伊 里布对 此不满 ，两 次上奏 反讥刘 

“探闻 所未尽 ”、“ 尚有不 实不尽 之处'  自 称其驻 扎镇海 ，较 之“见 

闻更切 ，探 访更真 ”。® 刘韵珂 也并不 就撒手 ，反与 颜伯焘 联名上 

奏， 称伊里 布“纵 能振发 有方， ifii 襄赞 商筹， 究形 寡助” ，要 求派林 

则徐 、邓廷 桢来浙 ，“会 同伊里 布筹办 一应攻 剿事宜 '并 授之专 
折上 奏权， 以不受 伊里布 的控制 

在琦善 、伊 里布主 持“抚 夷”事 务时期 ，在 林则徐 、邓 廷桢下 
台后 不久， 刘韵珂 的这番 吾 论举止 自有 耀眼的 m 色。 英方 对此 

也十分 注意。 184〗 年 2 月 出版的 《中 M 丛报》 对此 评论道 ：“在 

新任巡 抚刘韵 珂的管 辖下， 舟山的 局势 已经恶 化”； 刘韵 珂促发 

的圣旨 ，“实 质上已 取消了  11 月 17  3 谕旨屮 宣布的 停战令 ”。© 
裕谦主 浙后， 两人旨 趣相投 ，配合 默契。 刘韵 珂热心 参预定 

海、 镇海的 防御工 程建设 。 裕谦 称刘“ 爱民如 子， 驭 兵有术 
林则 徐以四 品卿衔 奉旨到 浙后， 刘韵珂 史是 与之朝 夕相处 。据 

林则徐 日记. 其在浙 35 天 ，仅 5 天 两人未 谋面， 其中有 2 天是因 

为刘 前往定 海无法 见面。 林 则徐后 来发配 新疆， 刘亦忭 寓所送 

行， 

正当一 切如愿 ，刘 韵珂踌 躇满志 之际， 1840 年 10 月 ，英军 
连 陷定海 、镇海 、宁 波， 三总兵 战死， 裕谦 S 杀。 刘 韵珂闻 之如遇 

晴 天霹雳 ，惊骇 失色。 定海、 镇海防 御工程 是他所 能设想 和营造 

的 最坚固 的工事 ，裕谦 等人又 是他所 遇到的 最出色 的官员 ，如果 

连这 些都不 足以抵 挡“逆 夷”的 凶焰， 那么还 能指望 什么？  +愿 

接受现 实却不 能因之 不承认 现实。 惊骇 之后是 深思。 主“ 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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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情因前 线的 败绩而 消退。 f 足 ，他 在莠 折上写 r  -段意 思叫 

确 m 用 语含混 的话： 

t-i 古制驭 外夷 t- 去 ，惟代 、守、 折三竭 ，今战 、守下 

利 ，汰 x 不可， 臣 帱眛 t 々，实 属束手 无策。 ”® 

未久 ，他 奉到发 琦善肀 浙江效 力的 i 俞旨 ，以 为道光 帝的态 度发生 

变化， 连忙于 1842 年 10 月 3〖】 H 出奏 ，要 求将伊 里布发 往浙江 

“效 力赎 罪”， 

启用伊 里布的 建议， 被道光 帝严词 驳回； 而道 光帝派 宋的扬 

威 将军， 只闻 在苏州 欢娱。 宁波城 内英军 ，屡屡 放风欲 攻杭州 ■: 

刘韵 珂无兵 无将更 无退敌 良方， 只 觉得面 前的一 切无比 凶险。 

他敁在 杭州苦 心经营 ，但 K 防御 措施连 0 己 都不相 信：在 城内各 

巷口 设立 木栅栏 ，用民 人一名 守栅， 营 兵一名 副之， 昼以齓 夜以 

灯 ，鸣 锣击梆 …… 种 种举措 ，与 其说是 御敌， 不如说 是靖民 。可 

在人 心泮动 的杭州 ，却也 制止了 慌乱中 乘机抢 夺之风 ，因 而民众 

拥戴 ，官声 飞扬。 他似乎 已想到 了死。 奏 折屮称 言：若 战守不 

利，“ 臣只能 捐一身 以报君 父生成 之德， 不能 以一予 而挽 万众换 

散之 心”。 ⑪在情 绪败坏 到极点 之时， 邻省江 苏巡抚 梁章钜 因病 
去职， 又使 之暗生 羡意。 于是， 他又千 1842 年 1 月 29 日 H 折, 

声称 &己在 四川任 内便患 有风痹 ，到浙 后因军 务繁重 ，致 使“古 

麻 H 甚， 右腰塌 陷一穴 ，旦右 耳闭塞 .诸事 健忘'  他祈望 道光帝 

也能将 其幵缺 ，至 少给 假调理 ，在大 厦将倾 之际获 一退身 保全之 

机 o 可是 t 局势畋 坏到如 此田地 ，道光 帝尤意 也无法 换人， 仅是 

朱枇嘉 语相慰 。⑫ 

如同 盼星星 盼月亮 一般盼 来的扬 威将军 奕经， 终于在 1842 

年 2 月下旬 领兵前 往會娥 江前线 ，刘韵 珂惊魂 稍定。 可 20 天 

后， 这位颟 顸的统 帅筅败 浙东仓 惶杈奔 杭州。 刘 韵珂再 次跌落 

413 



答底 ，伤 透了心 ，也拉 下了脸 ，下令 仅放奕 经一人 入城， m 坚拒其 

部众于 城外。 他 后来说 明的理 由是， 1 怕溃 兵扰城 ，二怕 英军尾 
至. 

到了 此时， -切努 力都失 败了， -切希 望都破 晬了。 刘韵珂 

思想保 处间或 尚存的 那一点 点战意 .也 被扫 荡得干 十净净 。他 

--反 f-G 乖巧 的习气 ，不顾 付能会 忤逆圣 意>于 1842 年 3 月 21 

t? 上广 一 道有名 的“十 可虑 ”奏折 t  该折的 夹片中 ，再次 请求 
启用 伊里布 „ 这位曾 被他伤 害过的 老长官 ，此时 在他笔 K 又被 

描述为 ：“公 忠体国 ，并 无急 功近名 之心， 臣生平 所见者 ，止 此一 

人 ，⑬从 奏用林 则徐， 到 奏用伊 里布， 刘韵珂 的思想 整整转 r 
180 度。 

在今 天许多 人的眼 光中， 由主 “剿” 转向主 “抚'  无疑 是一种 

倒退。 但从刘 韵珂这 -实 例匕我 们却可 清楚地 看出其 思想深 

化的 进展。 先前 极力主 “剿' 乃 足失之 于肓目 ，此 时倾心 “抚” 
议 ，却是 着眼于 现实。 

在琦荇 、伊 里布 被斥革 抚 ”议巳 息一年 ，“剿 ”意 沸腾。 

在 这种情 势下再 倡“抚 ”议， 颇有 风险， 乱不论 圣意 如何， 即使言 

路 上的谤 论也让 入受不 r。 刘韵 珂不愧 为是一 位官场 中的高 

手 ，他 没有正 面提出 “抚'  反 而在“ 剿”字 h 作文章 ，称战 争若继 

续 进行， 有 十项“ 深属可 危”的 因素。 本来， 只要 证明丫 “剿 ”之不 

可行 /‘抚 ”也就 理所当 然了。 

it 我们 分析一  f 刘 韵坷 的“十 可虑 '  © 

其- -曰： 浙江 清军两 遭挫衄 ，锐 气全消 ，势难 复振。 

我从本 书的第 一章起 ，就 不断 地说明 清军的 腐朽。 一次次 

战畋 的事实 ，也证 明了这 点。 浙江 清军在 1841 年 10 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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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842 年 3 月的 两次大 败仗， 使浙 江境 内的 清军斗 志全消 。道 光 

帝 对此也 有相同 的肴法 ，转斥 责奕经 ：“既 +能冲 锋缶贼 ，复 不能 

婴城 固守” 此时 TK 在 东河效 力的林 则徐， 闻“浙 事溃败 '亦 

断 言“数 T 里外 征调而 来之兵 ，恐 已魂 不附体 
其 二曰： 续 调西北 劲卒， 距浙 B 远 ，缓不 济急。 

扬威 将军奕 经此时 向道光 帝请求 续派各 省“劲 K- ” 7000 名 

“迅速 来浙％ ⑰ 而前次 浙东反 攻因待 陝甘川 援军， 足足花 T  4 个 

多月 „ 此次若 按奕经 的要求 ，从 西南祁 西北如 此调兵 ，时 间又不 

会少于 4 个月。 如 此看来 ，变 经非为 谋进攻 之道， 如是行 延宕之 

计了。 道 光帝对 此大为 光火， 责备之 余， 只同 意派援 陝甘兵 

2000 名 ，河南 、广 西兵各 1000 洛。 ⑬ 这些远 S 征调 的援军 ，后来 

也没 訂赶 上浙江 的战 L 被奕 经派彳 H 江苏 战场。 

其二 n: 英军 火器猛 烈异常 ，允可 抵御。 

又于 这一点 ， 前而各 章已予 充分的 说明。 我只想 补充一 点， 

由 -r 战争是 由南向 北逐次 展开的 ，而 各省 统兵大 员缺乏 英军装 

备 的知识 （稍 具认识 荇 ，如林 则徐、 邓廷桢 、琦善 、伊里 布又先 G 

被革职 ） ，因而 在 防炮 措施和 设 施上并 没有采 取相应 的对策 .，这 

就使 得没有 苋军火 炮知识 辽 初历 如此 迅猛炮 火的淸 军官兵 ，缺 

乏心 理准备 而在战 场上陷 ji 恐惧， 大量逃 r:。 恐 惧心理 是近代 

战争中 常见的 问题， 对土 气的影 响不能 低估。 在 鸦片战 争的各 

次战 斗中， 真正被 英军火 炮毙伤 的清军 官兵数 《 并不多 ，大 多在 

敌炮火 下迅速 瓦解。 

其四 円： 英军并 非不冓 陆战。 

我在 骱面已 经提到 ，主 “剿 ”竹 员的最 根本的 立论根 据为英 

军 不善陆 战。 当这 - 看法被 唞实 证明为 错误时 ，主“ 剿”思 想也 

就失去 基础， +:  “剿” 付员 亦随之 动榣。 
415 



其五 曰：清 军即便 在陆上 幸胜， 英 军登舟 遁去， 清军只 能“規 

洋兴 叹”。 
此 为道光 帝第一 次由“ 剿”转 “抚” 的主要 依据之 - （详 见第 

三 章第二 节）。 刘韵 珂此时 此地提 出此一 话题， 自 然会勾 起道光 

帝 的一番 回忆， 因为他 才是此 论的真 正倡导 者。 

其六曰 ：英军 以小惠 结民心 ，彼此 相安， 民众“ 转以大 民进剿 

为虑， 是民间 鲜有同 仇敌忾 之心' 

刘韵 珂的这 番话， 与他先 前的说 法截然 相反。 1840 年底至 

1841 年屮 ，刘韵 珂在安 置定海 难民和 组 织定海 防御工 程建设 

时 ，看到 了“民 心固结 ，响 义可 嘉”， 并 在奏折 中称赞 “各岙 乡民, 

共募敌 忾同仇 之义， 极 形踊跃 '⑮ 可是， 为 什么在 一年之 后又会 

有 如此之 变化？ 

在鸦片 战争巾 ，官 、民皆 与“夷 ”敌对 ，但 各自的 出发点 不同。 
W 出 于利害 关系。 民则出 于侵略 者的暴 行引起 的仇恨 ，而 对英 

国的 侵略要 求会给 他们的 利益产 生何种 危害是 不甚明 了的。 H 

家 和民族 的观念 并没有 成为民 众奋起 的旗帜 （详 见第四 章第三 

节）。 在 此种情 势下， 民众的 情绪有 如弹簧 ，英 军的压 迫重一 ft, 

反弹力 就会大 一些， 反之亦 反之。 1841 年 10 月 .英军 占领定 

海 、镇海 、宁 波后 ，手法 上有些 变化。 他们先 后在各 处发布 “安民 

告示 '要求 当地民 众“仍 旧安居 乐业'  宣布 对“盗 贼”将 进行惩 

治 ，甚至 英国人 “扰累 ”民众 ，亦 可“就 琪衙门 ，以紧 查办'  在余 
姚、 慈谿和 奉化， 英军 还打开 官府的 粮仓， 散发给 民众， 很有点 

“ 劫富济 贫”的 味道。 在另- 方 面， 他们还 宣布， 若 民众“ 藏匿清 

官探子 '一经 捉拿即 将房主 治罪， 并要烧 掉他们 的屋舍 为了 

强调 这一点 ，他 们还残 忍地将 捉住史 蒂德船 It 的 镇海县 K 蘅 （今 

郭 村仝 村虎屋 焚毁。 英军 的这些 手法， 也取得 了一些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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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民众 和清军 暗下促 拿单个 英兵的 行动一 直没有 停止. 但大 

体 hilj 现了 民夷“ 彼此相 安”的 M 面。 

就官 、民 关系而 TT， 清乇 朝的统 治实质 上是一 种压迫 ，是一 

种 对立的 关系。 就连 统治者 木身对 此亦有 深度的 认识。 耆英后 

任两 江总 督时曾 h 有密折 ，称 官吏兵 弁的催 科浮收 、包揽 同讼、 

巡 缉索钱 、勒 逼商旅 、窝 留娼赌 …… “种神 凌虐， 无恶不 作”， 致使 

"官 与民， 民与 兵役， 已 同仇敌 ％® 在 此种情 势下， 民众不 可能在 

这 场反侵 略性质 的战争 中团聚 在官府 的周围 ，成 为自觉 的同盟 

军。 清 朝在民 众心口 中缺乏 这种号 召力。 

更有 甚者， 清 军此期 的军纪 败坏， 致使 他们原 本为解 放民众 

的“救 星”身 份坠化 为祸害 K 众的“ 灾星％ 各省援 军到处 勒索， 

敲 昨 地方。 在 绍兴， 清军 的“抢 食” ，使 当地" 罢市绝 粮”； 在 上虞， 

兵勇竟 公然抢 劫自己 的粮台 林则徐 称：清 军“沿 途骚扰 之状， 

更 不忍闻 ，大 抵民无 不畏兵 江 苏布政 使李星 沅得知 奕经在 

浙东兵 畋后再 请各省 援军， 气 得在日 记中大 征调 纷紜. 彼糜 

饷糈 ，沿途 扰累不 叮胜 I 庸炬误 国乃予 此耶！  江苏是 过兵搏 

份 ，具有 良知怜 悯百姓 的官员 作 如是说 ，而 真正的 受害者 ，战区 

的老 百姓义 孩作何 感受？ 

在官 、民， 夷”三 若之中 ，力 M 最大 的是民 ，力 量最弱 者亦为 
民。 有组织 的充分 觉悟了 的民众 ，几 乎是 不可战 胜的。 而涣散 

的 民众， 则对 最微小 的暴力 也无法 抵抗。 不能说 清王朝 中无人 

认识到 民众的 力最， 相反， 他们中 的许多 人都有 利用民 众的言 

论 ，也作 了  一些 实际的 事情。 但是， 他们 在本质 上对民 众的恐 

惧， 使得他 们 同时 又在极 力瓦解 、破坏 民众的 组织。 ㉕正 是这种 

才盾的 心理活 动和行 为方式 ，使刘 韵珂对 民众的 看法， 前后迥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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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此， 刘 韵珂此 论在立 论基础 上虽有 谬误， 却也道 出了当 B 十 

的 真情。 

其七曰 ：“大 兵屡败 ，敌骄 我馁， 不 唯攻剿 綦难， 防守 亦极为 

这里 说的“ 攻剿'  是指 收复宁 、镇 、定 三城； 这里说 的“防 
守 '是指 从乍浦 、海 宁至杭 州的钱 塘江防 前 者已被 浙东反 

攻 央败所 证明； 后者 将会被 下一节 将要提 到的乍 浦等战 役所证 

明。 刘 韵珂此 时向道 光帝明 白直陈 J :“ 倘有逆 船数只 ，突然 内窜， 
必致 （杭 州） 全 城鼎沸 ，+战 自溃， 

其八 浙江 漕粮， 多未 完竣， “且 有收不 及半之 处”， “皆由 
逆氛 未竣' 

潸 粮时为 大政。 淸 朝北方 缺粮， 京 师每年 需漕米 400 万石。 

就某沖 意义 上说来 ，漕 运是京 师的生 命线。 浙江 漕粮约 占京濟 

总数 的三分 之一， 关系不 ％ 不大。 可刘韵 珂的焦 虑并不 以此为 

止， 他还奏 称：“ 且乍浦 有警， 则 江省苏 、松: ::府 亦难 免震惊 ，不持 

收粮多 有掣肘 t 并恐船 行不无 阻滞。 ”江苏 漕粮约 占京漕 总数的 

一半。 若漕 运一断 ，京 城必然 动摇。 后 英军占 领漕运 咽喉镇 江, 

朝廷即 刻 屈服。 

不能说 漕运中 断清朝 即刻就 会崩溃 ，十多 年后的 太平: 

战争， 清 政府的 河运亦 中断， 仅 靠上海 等处的 海运， 漕粮 数量大 

为 减少。 太铲天 国之耔 的商业 性的南 粮北运 ，使漕 运名存 实亡。 

在这里 ，实 际上 是一种 选择： 以守成 为归的 道光帝 尽管平 生不爱 

冒险 ，但此 时敢不 敢以漕 粮不济 、朵 城动荡 代价 继续 进行战 

争？ 因此 ，就漕 粮影响 而的结 论而言 ，刘 韵珂的 Vf 论心些 夸张， 

疼管就 漕粮将 短缺的 事实而 TT, 刘氏是 毫不夸 张的。 

K  /LH  : 浙江 去年舌 灾 ，抗 、湖 、绍 等府“ 匪徒聚 众 抢掠， 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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鸱张'  虽由“ 猝被雪 灾而起 ，实则 0 该逆 滋事 ，各 匪明知 地方官 

不能 兼顾， 敁遂 藐法逞 W'  “当此 人心震 扰之时 ，难 保不 潜相煽 
惑， 散而 复众。 况上 年雪灾 之后， 舂花多 未市种 ，现 在米麦 蔬菜， 

价日 増昂， 小 民度日 艰难， 即使前 此各奸 民未能 复集， 安 保此外 

不 另有不 逞之徒 乘机而 起？“ 
这番话 说到了 道光帝 内心的 病处。 官 民对立 ，形 同水火 ，淸 

王朝内 部潜伏 着深刻 的 危机。 自然灾 害 ，物 价上涨 …… 任何小 

小 的火星 .都有 可能燃 成燎原 火火„ 卜多 年后以 太平天 H 为主 

的全 国内战 ，证 明了这 一点。 ift 此 时湖北 钟人杰 为首的 民众造 

反 ，又提 示了这 一点。 刘韵珂 f 此格外 留心。 先是 在镇海 、宁波 

失陷后 ，他 - 面请派 援军， 一面要 求将裕 谦生前 在河南 、安 徽等 

处招募 的乡勇 5CKK) 名 退回。 他 奏曰： 

“招募 邻省多 勇 ，必 须本 t 有精 兵劲旅 ，控 制钤京 .庶可 

故凌乡 勇协 助之力 ，而不 致为非 …… 现 在氺省 已有 土匪枪 

棹 滋事， 民心 动摇， 弹压颇 为不易 ，倘 再邻省 内徙 ，则 引盗入 

室 ，必 得勾 结贻患 ，为 益甚微 ，为咢 甚大， 

逍光帝 j 分赞 赏他的 敏锐性 ，朱批 曰：“ 所见大 有深意 ，朕 未见 

到。” © 浙东 反攻失 畋后， 刘韵珂 义饬 令地 方官将 溃散雇 勇的圬 
器收缴 ，以 防持 械滋事 ，㉗又 恐浙 江未能 收齐， 移咨苏 、皖 、豫 、鲁 

等 竹巡 抚“  一体 巡迕” ，“以 免事端 
刘 韵珂对 雇勇滋 事的恐 惧甚于 £ 肆虐于 浙东的 英军， 正是 

出 于对王 朝命运 深层次 考虑。 以割地 、赔款 、通 商为目 的的英 

军， 并 无灭清 之意; 而一 a 民 众造反 ，将 是皇冠 落地。 清 軔统治 

荞们 尽管在 诸多事 务上糊 涂昏聩 t 怛在这 一根本 大计上 十分清 

醒。 刘韵 珂是将 此两件 事联到 一起考 虑的第 一人。 “不 逞之徒 

乘机 而起” -语 ，是对 道光帝 乃至整 个统治 集团的 提醒， 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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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施 加的最 有效的 iii 力。 

从 H 家、 K 族利益 的角度 来考虑 ，刘 韵珂此 论完全 错误； 但 

若从卫 朝利益 的角度 来判别 ，又 当别作 他论。 

其十 tr: 七省防 费甚钷 ，“糜 饷劳师 ，伊 干胡 底？” 
战争 须以金 钱为其 后盾。 再锋利 的刺力 ，若 抽去作 为中坚 

的 军费， 即刻 软如灯 芯草。 战争 期间， 最使 道光帝 心烦意 乱的， 

恐怕还 是军费 问题。 

清王朝 在鸦片 战争中 究竟花 r 多 少钱， 至今 尚无准 确的统 

计®。 就我 所见的 档案 ，只 查到下 列八省 的报销 数宁： 

浙江 7480521  两® 江西 
224016 两® 

广 /K 6244760 两® 
四川 

167370 两® 江苏 
1302400 两® 

h- 

陕西 115S51  两® 
湖北 333567 两© 广两 

90720 两® 
以 上八省 ，共计 1,637 万两。 当然， 实际开 支要 比报销 数字更 

人 ，因 为江苏 、浙江 两省的 报销数 字中并 未包括 诙省捐 输银钱 

(可不 列入报 销）， 而 据我见 到的远 非完整 的材料 .浙江 、江 苏两 

省捐 输银达 476 万两， 钱达 85 万串。 © 

上述 八省中 ，缺少 r 花费 大量银 子防堵 英军的 福建、 山东、 

直隶、 盛京四 省区的 数字。 这 里提供 并不完 备的拨 款数字 ，以资 

参考： 
福建  450 万两 ®  直隶  约 230 万两® 

山东  约 48 万两®  盛京  约 10 万两® 

毫无 疑问， 除了拨 款外， 这些省 区亦有 数量可 观的捐 输银两 

河南 、山西 、安徽 、甘肃 、湖南 、云南 、贵州 、黑 龙江 、吉林 、察 

哈尔 等枒区 也有出 征兵丁 ，其中 一些省 份亦 有过境 兵丁， 而这些 
街份 既无报 销数字 亦无拨 款数字 ，我 们似坷 从前引 湖北、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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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川 、陕两 、广两 的报销 数宇中 ，推 测其 ffl 度 。 

椐此 ，我们 可以 得出近 似的结 论， 鸦片战 争/中 淸政府 支出的 
军费约 2,  5()0 万两 ，若包 括来 民间的 扪 输 银钱， 当超过 3,00() 

万两。 

这是一 个 庞大的 数字。 已经远 远超过 英国远 征军的 侵华费 

m!  ◎从 来不做 5 本生 意的盎 格兽撒 克逊人 ，在 战后 赔款 上狮子 

卄大口 ，索 要赔敫 2100 万元， 其 屮战费 1200 万元， 仅合银 900 

万两 ^ 

本上 作战的 清军， 为何 须支 出如此 之巨？ 我 们不妨 做-番 
细究。 

- 、我 在第一 章中已 经说明 ，清军 平时的 粮饷不 敷用度 ，战 

时征 调作战 需支付 三笔钱 ：甲、 俸赏银 ，军官 为俸银 两年， 上兵为 

6 至 10 两 。⑮乙 、行 装银， 此为 借支， 战 争结束 后分年 扣还， 其数 

额从 6 两至 50 两不等 丙 、盐菜 口粮银 ，此 系出 征兵弁 的伙食 

费， 官兵每 日给米 8 合 3 勺或麦 1 斤 ，盐菜 按品秩 每月从 0.9 两 

至 12 两不等 也就 是说， 清朝每 年以银 上千厅 两养兵 80 万， 

仅仅 是平时 的费用 ，一至 战时， 又得 支出不 亚于乎 时费用 的另- 
笔战时 费用。 

二 、由 于承平 H 久 ，清军 的兵器 及防御 工事至 战时需 要大规 

模的 改造。 如 浙江镇 海铸炮 117 位、 共用银 10.8 万两。 ⑯各地 

的 数卞集 合一起 就相当 p 了观。 

5、 清军 长途调 动增援 ，乂 有人夫 车马行 船路粮 等开支 。 

《钦 定户 部军需 则例》 对 此有着 卜分 繁细的 规定， 而从这 些规定 

中 很难得 出具体 印象， 让我们 看看广 西皆的 实例： 

云南兵 500 名 赴广东  3735 两 

贵州兵 2500 名 赴广东  1S271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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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 兵由广 东撤回  6801 两® 

鸦片 战争中 ，共计 5 万 余名官 兵跨越 全国的 大调动 ，其费 用之巨 

不难想 51。 

四、 雇勇。 由于淸 军兵力 不敷， 须大* 雇勇。 仅 浙江货 就有 

“随 征水 陆壮勇 ”2 万 余名， “沿 海各厅 州县巡 防壮勇 ”3.  7 万余 
名， ® 开友 就相当 惊人。 

此外 , 还有 大量的 浪费和 贪污， ® 无疑是 在伤口 上抹盐 ，使 

清 士: 朝本 已千疮 百孔的 财政， 不堪 承受。 

鸦片战 争初期 ，道光 帝还颇 为大度 1 向各 省拨放 军费。 1841 

乍秋度 H 失 守后， 福 建请款 300 万两， 户部已 经是东 拼西凑 

菇年 U 月， 为寻找 军费来 M， 户 部和* 部 根据道 光帝的 谕令下 

发 "海娓 捐例” ，将 清朝平 H 卖官 售爵的 捐例， “酌减 十分之 五”， 

以 示鼓励 c ◎是年 底 ，户部 又向道 光帝亮 出红灯 ，警 告存银 不多， 

尤法维 持庞大 的军费 开支。 汾就 在刘韵 坷的“ 十可虑 ”上奏 不久， 
1S42 年 4 月 20 日 ，道光 帝据军 机大臣 穆彰阿 的提议 ，下 令各将 

牛 :督抚 熟筹军 费良法 /‘条 议具奏 但是 ，在中 古式的 财政体 
系网 络中， 财 源枯干 ，各 将军督 抚不可 能冇新 的思路 ，也 无有见 

地的 对策， 其 具体作 法不过 是勒捐 而已。 可 以说， 在战争 沿期. 

淸朝 的军费 在相当 大程度 上是靠 捐输维 持的。 © 

由此 可见， a 不论 别项， 仅军费 - 项 已将清 王朝遍 入死胡 
同。 我妁虽 不能说 清王朝 已至山 努水尽 的地步 ，后 来的 太平天 

S 战争 时清廷 财政更 加困难 ，但以 社会生 产力的 极大破 坏和民 

众生活 的极度 贫困为 代价而 维持， 道光帝 付得起 此等代 价吗？ 

刘 韵珂的 “十 可虑 '是 整个战 争期间 少有的 能面对 现实条 

分 缕析的 文件。 他所提 出的“ 深可焦 虑”的 + 项， 都是已 经发生 
的事实 或现实 存在的 隐患。 对此 ，不 仅他本 人为之 莫解， 请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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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 人可为 之解。 今天的 历史学 家在研 究鸦片 战争时 ，应 当正 

视 这畔问 题。 

今天的 论者. 大都爱 用“主 战派” （或 “抵抗 派”） 和 “上 籾派” 

(或 “投降 派”） 的概念 来划 分清王 朝的官 员。 就 当时的 情景而 

tr, 确实有 主战、 主和两 种不同 的声音 ，但 若将某 一官员 具体地 

归 sr 某 阵 营中去 ，我 以为， 又违背 r 历史的 真实。 

问题在 于不存 在纯梓 k 义 上的“ 主和 派”。 琦善 、伊 里布在 

倾意主 “抚” 之前， 锷经 有过短 暂的坚 决的主 “剿” 姿态。 杨芳 、奕 

山 与英军 妥协前 ，也 是力主 “剿” 议且身 体力行 者 „ 刘韵 珂的个 
人经历 更为 典型。 他们 之间的 区別仅 仅在于 ：琦、 伊在未 开战前 

便看 fir 剿 ”汁 之不 可行， 时杨 、奕、 刘是吃 了畋仗 后 •才 转向； 杨、 

奕在实 行 妥协后 施放谎 言迷雾 ，刘氏 未 n 动 前便直 有“剿 ”之必 
畋。 其他 人呢？ 

闽 浙总督 颜伯焘 曾是铁 杆主“ 剿”苕 ，厦门 先败后 ，便 与其呰 
弹劾过 的奕山 之辈同 流合污 ，在 谎言 中消磨 日子。 私 下场合 ，他 

又“ 畅论英 夷船坚 炮利， 纪律 禁严， 断非我 师所能 抵御'  闻者暗 

喑偷 笑“其 中情 巳馁， 何前后 如出两 人？” © 

接颜伯 焘继任 闽浙总 督的怡 s ， 曾是林 则徐的 密友， 一纸弹 
劾琦 善的奏 草扬名 天下。 m 未离广 东之前 ，就在 英军的 攻势下 

泫 杨芳等 人向英 军妥协 。 就职闽 浙后， 又 敷衍道 光帝为 减浙江 

军半 压力 ifn 令 其进攻 鼓浪屿 的谕旨 ，向乎 K 明确布 K: 

“宜饬 坚守， 匆 令挑衅 ，睨 侍 贪功名 心 ，则 夷必撤 浙省之 
兵船来 与找抗 ，是我 为浙受 涡也， © 

他已全 无战意 ，决 汁勹 英军和 平共处 .不 惜以邻 为壑。 而 在他的 

私闲 屮， 史是 明言： “夷务 不可为 ，闽賓 £ 不 吋为 ，穴 不可 撒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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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留 ，真无 如何。 

两江 总督裕 谦兵败 S 杀， 其信 号是明 确的， 即 对战争 前途失 

望。 

扬威 将军奕 经在浙 东反攻 失败后 ，曾 主 张“暂 事羁糜 '后自 

觉与其 “将军 ”的身 份不符 ，便 改调“ 剿”论 ，谎 报战果 ，与 刘韵河 

的“抚 ”议相 对立。 © 可没过 多久， 乍浦 失陷， 他“心 悸股栗 ，迄无 

良策” ，也 转向释 俘“缓 兵苟安 ”了。 ® 

主“ 抚”官 员中还 有两位 大将。 一 是耆英 ，此 时在盛 京将军 

任上， 依然 一派主 “剿” 姿态。 ◎一是 牛鉴， 新 任两江 总督， 对战争 
的前 景抱着 必胜的 信念。 ©在 后面的 叙述中 ，我 们又 会看到 ，当 

耆英 至浙江 、牛鉴 兵败旲 淞后， 两人 又成为 主“抚 ”派的 顶尖人 

物。 

原来， 所有的 主“抚 ”官员 无不从 主“剿 ”转变 而来。 在“天 

朝 ”的对 外体制 F， 在“夷 夏”观 念的熏 浸中， 清王 朝官员 对“逆 

夷” 主张“ 进剿” ，几 乎是出 于本能 ，不加 思素。 因此 ，清朝 官员原 

来 都是“ 主战派 '无一 例外。 正因为 如此， 如果说 清王朝 统治集 

团内 部存在 着“主 战”与 “主和 ”的斗 争的话 ，那么 ，这 种斗 争的场 

地 ，主要 在于那 鸣由主 “剿” 转向主 “抚” 的官员 的头脑 ，是 一种自 

我 的思想 斗争。 在那 个时代 ，居 然向“ 逆夷” 屈服， 思想上 必然经 

历 -番 痛苦的 挣扎。 @ 

在对“ 主和派 ”的排 队中， 又使我 发现， 在粤 、闽 、浙、 苏战区 

四 省中， 负有 实际责 任的苕 M 都变成 了主“ 抚”者 ，再 也找 不到主 

“剿 ”若了 ，就像 我在非 交战将 区也同 样找不 到主“ 抚”#  一样。 

W 此， 这一时 期的主 “抚” 齐与 主“剿 的 K 别， 仅在 T 他是 否在 

战区 ，是否 负有抵 御英军 的实际 责任。 对 一名战 区中的 地方钶 
说来 ，此非 儿戏， 由不 得他们 像非战 区的官 员那样 吋以不 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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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歌唱“ 义理” 的高调 h 

现实的 力量， 毕竟大 于“义 理”的 力量。 

有论若 谓林则 徐此时 关于建 立“水 军”的 思想， 为正 确的救 
H 之方 我以为 .此 论似为 不妥。 

早在 1S41 年 4 月林则 徐尚在 广州时 ，向 靖逆 将军奕 山提出 

6 条建策 ，其 中第 5 条为“ 外海战 船宜分 别筹办 '©1841 年秋. 
林则徐 效力于 河南符 祥河工 ，得 知厦门 、浙江 的败局 ，开 始深层 

次 地检讨 以往的 作战指 导方针 ，在致 其门生 戴铜孙 的信中 ，提出 

“水 军”的 设想： 

“ 逆船倏 南倏北 ，来去 自如， 我 则枝枝 节节而 防之， 频海 
大小门 口不 啻累万 ，防 之可胜 防乎？ 杲能亟 筹船炮 ，速 募水 

军 ，得 敢死士 而用之 ，彼北 亦北 ，彼 南亦南 ，其 费虽若 甚繁， 

实比陆 战分屯 、远 途征调 ，所省 为多。 若誓 不与之 水上交 

锋 ，是彼 进可战 ，而 遏并 不必守 ，诚 有得无 失矣。 譬 如两人 

对弈， it 人行 两步， 而我只 行一步 ，其 胜负 尚待问 乎？ ”® 

是年冬 ，他又 向两江 总督牛 鉴正式 提出“ 船炮水 军”的 建议。 @此 
外 ，他在 致翰林 院编修 吴嘉宾 、江 苏布政 使李星 沅等人 的信函 

中， 又有具 体的论 述。© 

林 则徐的 这一新 设想， 是对其 先前的 作战指 导方针 （以 守为 
战） 的 否定。 林则 徐在事 实面前 断然放 弃先前 的主张 .显 示其探 

求新知 的努力 ，可 以说 ，是 他思想 的一大 进展。 © 

以近 代战争 的知识 来判断 ，组建 “水军 ”直接 到海上 与敌抗 

衡， 避免被 动挨打 ，无疑 是更为 高明的 一着。 但是 海战比 陆战更 
为复 杂， 海军 建设要 比 陆军建 设更为 困难。 

林则 徐设想 的“水 军”是 什么样 的呢？ 他称 ：“大 船百只 ，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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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 半之， 大小炮 P 位， 水军 五千， 舵 工水+ —千， ⑩就 此规模 

而言 ，不 兑太小 ，颇 为鼓舞 人心。 但是 ，我 们若作 进一步 的具体 
分析， 又 会发现 问题。 

“水 军”的 关键在 船炮。 林则 徐最初 对奕山 谈到其 战船中 

称： “53 制坚厚 战船， 以资 取胜。 上年 （1840 年） 曾 经商定 式样， 
旋因局 面更改 ，未及 制办， 其船样 尚存虎 门寨。 如 即取来 斟酌， 

赶 紧制造 ，分路 购料， 多 集匠人 ，大 约四个 月之内 可成二 十船。 

以 后陆续 造成， 总 须有船 一百只 ，始可 敷用， ® 林则 徐没耵 详谈 

战船 的具体 式样， m 称 在英军 m 迫下 的广 州每月 可造 5 艘， 又似 

非为 近代化 的海军 舰船。 a 待 loo 艘战 船如期 制成， “水 军”成 
立 ，时在 1843 年 1 月 c 

1842 年 4 月， 林则 徐称： “ 虽一时 造船缓 不济事 ，而泉 、漳、 

潮 三处， 尚未尝 无可雇 之船， 其枪炮 f 亦皆 不乏 …… 火炮 须由官 

造 ，必 —— 如 法乃可 得用。 弟 有抄本 《炮 书》 ，上年 带至江 

浙 …… 是年 9 月 ，又称 ：“为 今之计 ，战 船制 造不及 ，惟漳 、泉、 

潮民 商之船 ，尚 可雇用 。 其水军 亦须于 彼募敢 死之士 …… 次则 

老虎颈 之盐船 与人， 亦尚可 以酌用 …… ”㉓可 见林则 徐“商 定”式 

样 的战船 ，是 吋以用 福建南 部一带 的民船 替代的 。 其欲 制造的 

火炮， 当与其 在浙江 效力时 制造的 火 炮并无 二致， 只有 T 艺上的 

讲究 ，并无 技术上 的提高 

让 我们回 过头来 .从林 则徐设 想的“ 水军” 的规模 ，反 推其战 
船的 型制。 100() 位 火炮， 500() 名 十兵， 1000 名舵工 水手， 若平 

均地 分配到 100 艘大型 战船和 50 艘中 小型战 船中去 ，平 均每船 

仅有炮 6.6 门 ，士兵 33 人 ，舵 ■[: 水手 6. 7 人。 这 与英军 的舰船 
不在 一个级 别上， 法相 比。 

由此， 林则餘 所设想 的“水 军”， H 是传 统水师 的强化 ，并非 
426 



近代 海军。 一支近 代化的 海军须 由近 代化的 科技和 工业 为基 

础。 缺乏这 一基础 ，林 则徐或 其他人 ，空 手是建 不成近 代海军 
的。 

与此 同玴， 近代化 的海战 ，又 耑要近 代化的 海军。 用 雇募的 

民船、 雇募的 枪炮手 、旧 法制造 的火炮 ，与英 闰远征 军海上 交锋， 

似无 胜利 希望。 

林则徐 关于“ 水 军”的 设想 ，只有 思想 史上的 意义， 并 无军# 
史上的 价值。 

1842 年 3 月 2S  口， 北京， 圆 明园。 刘韵珂 七天前 发出的 

“十吋 虑”密 折及其 三 份附片 ，递 到了道 光帝的 案前。 我 们不知 
道道光 帝阅读 此件的 神态， 但隐隐 感到黾 大决策 作出前 时空气 

的 凝重。 「二 天前收 到的扬 威将军 奕经兵 败浙东 的奏折 t 使其失 

恼怒和 忧郁， 朱批口  ：“愤 恨何堪 ，笔难 芑 述” 他恐 怕英军 
此 次得手 后会攻 击北方 ，将 他最为 信赖的 首席军 机大臣 穆彰阿 

派 往天津 ，査 勘防务 。 此时刘 韵珂这 份绝无 "抚 '“羁 縻” 一类文 

字 却又意 在其中 的奏折 ，指出 r 另一 条道路 ，悄悄 地慑取 了他的 

心。 他拿起 朱笔， 在最后 一份 启用伊 m 布的 附片 的末尾 写下： 

“所 奏不为 尤见。 另 有旨。 钦此， © 

说来 也巧。 就在 这一天 ，由盛 京将军 调任广 州将军 的音英 
进 京请训 ，也 到了圆 明园。 道光帝 召见。 两人 密谈。 晚上 ，由内 

阁发 下两道 上谕： ® 

“ 書英著 驰驿前 往浙江 ，署 理杭州 将军， 

“伊里 布著改 发浙江 军营效 力。” 
这两 次人事 调动， 预示 着朝政 的重大 变动。 

同在这 -天发 出的谕 旨中， 还仵两 件值得 注意。 一 件是给 



扬威将 平奕经 、浙江 巡抚 刘韵珂 等人的 廷寄， 其中 指出： 

“ 该逆 （英 军） 公焰甚 炊， 必四 路纷窜 拷掠。 尤当设 法羁 

縻 ，毋令 蹂躏 地方。 ” （重 点为 引者所 标） 

道 光帝在 谕旨中 替刘韵 珂说出 r 想 说而不 敢说的 “ 羁縻” 二字。 

另 ，件发 往天津 的穆彰 K: 

“本 3 据刘韵 k 驰奏 剿办逆 夷情 形 ， 现已 有旨谕 令伊里 
布前赴 浙江军 营效力 ，并 令耆英 芾回前 往矣。 刘韵 珂原折 

片 著钞给 阅看。 此 事与讷 尔经额 （时 任直隶 总督） 无渉 ，断 

不可向 其告知 ， 致天 津海 防稍有 fe 务 也。， 

这一方 面说明 道光帝 对他的 这_ 决定仍 无把握 ，想 听听 这位亲 

信大臣 的意见 ，另一 方面又 恐怕这 一决定 ，会 影响 前方将 士的军 
心。 

耆英 在北京 一共住 r  19 天。 在 此期间 ，道光 帝恐其 “署理 

杭州 将军” 一职事 权不重 ，于 4 月 7 日颁给 “钦差 大臣” 关防。 我 

们不 知道道 光帝共 召见他 几次， 只知 道最后 一次为 4 月 12 

曰 两人 密谈的 内容自 然 不会有 正式的 记录， 但 江苏布 政使李 

黾沅 在日记 中写道 ，京 中来信 告知， 耆英曾 向道光 帝说明 ，对英 

军“ 与银与 地均非 办法” ，遣 光帝明 确指示 ，“先 剿后抚 ”！® 

“ 先剿后 抚”， 即 在军事 上取得 胜利， 哪怕是 极小的 胜利， 再 
与英军 讲和。 这反映 出道光 帝已经 承认在 军事上 不可能 取得完 

全 的胜利 ，想 以妥协 了结。 从策 略上讲 ，这 神方法 可使己 方在谈 

判桌 1： 有讨价 还价的 资本， 以制止 英友漫 天要价 。 但是， 问题又 

在 于“巢 r 得了 还是 “剿” 不了。 看 来道光 帝在前 方将领 的欺瞒 
下 ，对前 方军情 的了解 ，不 那么 透彻。 

又据伊 里布的 亲信张 喜透露 ，伊里 布由张 家口军 台释回 ，于 

4 月 3 日到圆 明园。 张喜闻 讯赶去 伺候， 叮嘱 其主 子：“ 如蒙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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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务将夷 情彻底 陈明， 方 能有济 ，若 如前 隔膜 ，仍恐 掣肘。 ”伊里 

布深以 为是。 然至军 机处报 到时， 只奉到 卜1 谕：“ 伊黾布 著赏给 

七品衔 …… 交耆英 带往浙 江差遣 。”看 来道 光帝还 不愿与 这位不 
久前定 罪的老 臣直接 对话， 不予 召见。 次日. 伊里 布由本 旗都统 

带领前 去跗恩 ，只得 在二莒 门磕头 ，仍 未能 将英军 的实际 情况上 

达天 听。 张喜 觉得前 景不妙 ，尽管 耆英、 伊里布 I 再让他 随行去 

浙 ，仍 未敢应 允-， 

J842 年 4 月 15 日 ，钦 差大臣 晉英、 七品衔 伊里布 离开北 

京. 南 T 杭州。 京 城南的 £ 阳门和 仪彰门 ，照 例再 次向钦 差大臣 

开放 ，冷 漠地注 视着此 行神色 惨淡的 人们。 它已 经送走 了两位 

钦差'  两位 将军， 这一次 、又 会有何 转机？ 

无情无 语的城 「j, 此时 匕耸立 r  400 多年 ，饱经 沧桑。 它又 

能 问淮？ 谁 也没有 答案。 

至圣 至明的 大皇帝 ，此时 心里正 充满着 不安。 

菁英和 伊里布 南下后 ，道 光帝 幵始了 冷静的 思素。 他突然 

发现， 自己对 于面前 的敌手 ，实在 是一无 所知。 5 月 I 日 ，他收 

到奕经 的奏折 ，得知 可以审 讯俘虏 ，立 即发 下一道 谕旨： 

“ 著奕茳 等详细 询以 噢咭喇 距内 地水程 ，据 称 有七万 
里 ，其 至内地 ，所经 过者几 国？ 

“ 克食米 尔距该 国若于 路程？ 是否 有水路 可通？ 该 S 
向 与嘍咭 喇有无 f 主来？ 此次何 以相从 至浙？ 

“其余 来浙之 嗌咖， 、大 、小 B 宋 、双英 （鹰〕 国夷众 ，系 
带兵 头目私 相号召 ，抑 由该国 王招之 使来？ 是 否被其 裹胁， 

抑 或许以 重利？ 

“ 该女全 年甫二 十二岁 ，何 以推为 一 rs 之主？ 有无匹 
429 



配？ 其夫 何名何 处人？ 在该 ® 现届 何职？ 

“又 所称钦 荖 、提 督各名 号是否 系女主 所授， 抑系该 头 

目人 等私立 名色？ 至逆 夷在浙 鸱张， 所有一 切调动 沩兵及 

占 据郡县 ，搜刮 民财， 系何 人主持 其事？ 

"义 律规 已回国 ，果否 确实？ 回国 后作何 营谋？ 有无信 

息 到浙？ 

“该 国制造 鸦片烟 卖与中 其意但 欲图财 ，抑 或另有 

诡谋 ？”© 他需要 了解的 太多了 ，一下 +开出 这么多 的问题 可见 他的焦 

躁 ，又可 见他的 浅薄。 "天朝 ”大 皇帝本 不屑于 过问“ 夷”事 ，此时 

俯 查“夷 ”情， 姿 势自然 可笑， 多少又 有那么 点进步 的意味 u 可 
是 ，他 似乎并 不知道 ，他最 为困惑 的地理 问题， © 正是他 最有资 

格冋 答的。 我 们今天 尚能看 到的由 传教土 南怀仁 为他高 祖父康 

熙帝 绘制的 当时中 国最精 美的世 界地图 —— 《坤舆 仝图》 ，此时 

正在 紫禁城 的库房 里睡觉 D 

二 屡 战屡败 :从杭 州湾到 扬子江 

道 光帝此 时决定 的“抚 '与 他在战 争初期 主张的 “抚” ，含义 

并不 相同。 -年半 之甜， 他并 没有打 算接受 英方的 条件， 一切举 

止与古 巳有之 的“抚 夷”方 式并无 二致。 -年半 的战争 使之明 
白， 不作点 让步不 行了。 

甩今天 的政治 概念来 衡量， 以 对方条 件的全 部或部 份来停 

IL 战争 ，无 疑是“ 投降％ 可在 3 时人的 心中似 乎还不 这么看 ，认 

为仍是 “抚'  这 不仅是 为了“ 天朝” 的面子 ，还因 为在中 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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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 术语中 ，“ 降”意 味着向 敌方的 臣服。 

然而， 被“逆 夷”打 痛而屈 行“抚 ”计， 到底是 _ 件痛 苦的事 

情。 作 为“天 朝”官 员的刘 韵珂由 “剿” 转“抚 ”都经 历了一 番思想 

的挣扎 ，身 为 “天子 ”的道 光帝更 是心有 不甘。 
1842 年 5 月 9 日， 耆 英到迖 杭州。 

按照 道光帝 “先剿 后抚” 的如意 算盘， 由扬威 将军奕 经主持 

“P”， 获 胜后由 钦差大 E 耆英 主持“ 抚”， 然而， 耆英的 到来， 似 
乎给 奕经- •大 刺激 ，于 是他接 连向道 光帝奏 报定海 烧英船 获胜、 

英军 为其逼 迫而放 弃宁波 、清军 即将进 攻镇海 …… 这一 连串的 

“ 好消息 '使 遣光帝 振奋， 暗生怀 疑不必 行“抚 ”计。 与 奕经相 

反 ，耆英 - 到浙江 便陷于 失败主 义泥淖 ，上 奏时情 绪悲观 失银， 

很为 道光帝 不喜。 当 英军稍 有动作 ，普 英决汁 立刻 实行“ 羁縻' 

而不 遵照“ 先剿后 抚”之 旨意时 ，道 光帝的 不满又 超出了 容忍的 

极限 ，丁  5 月 25 日 下旨： 

“耆 英著仍 带钦差 大臣关 防， 驰驿前 fc 广州 将军 之任， ■ 

<f 里 布“即 交变经 留 营盖遣 ，如 无可委 用之处 ，即 一面 

奏闻， —而饬 令 E 京 ./’© 

jfi 光帝 停 ih  了晉英 、伊 黾布的 使命， 浙江的 -切 大权仍 归 之于奕 

经。 这又 Lh 人想 起伊见 布的那 位颇有 政治经 验的家 人张喜 ，他 

不愿随 +: 子南下 ，恰是 预见了 这一局 面。 

可是 >  就在 道光帝 幡然改 计之时 ，英军 又发动 了新的 规模空 

早在 1841 年冬 ，英 军就 决定于 次年舂 季发动 扬子江 战役。 

送一 行动计 則最仞 娃由前 任全权 代表义 律提出 来的， ® 后得到 

英 S 政府 的批准 ，为此 训令印 度政府 f  1842 年 4  H 集中 K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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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调动 军队于 新加坡 ，然后 “割断 中华帝 M 主要 内陆交 通线的 

一 个据点 '即扬 子江与 大运河 的交汇 点镇江 ，可 以看出 ，这种 
战法 相较亍 战争初 期的占 领海岛 、封 锁海岸 的决策 ，更能 击中清 

王 朝的痛 处。 

然而 ，到 f  1842 年 5 月 ，天气 转暖， 南风 习令， 印度 方面的 

援军仍 未抵达 ，佘 权代 表璞鼎 查尚在 香港。 驻在浙 江的英 R 远 

征军海 军司令 巴加、 陆军司 令郭富 决定不 失时机 地展开 攻势。 

为了弥 补兵力 的不足 ，他 们放弃 r 宁波 和镇海 ，仅 在镇海 城外的 

招 宝山驻 以最低 限度的 部队。 这一 撤兵行 动又产 生了我 们先前 
提 到的奕 经对 军情的 谎言。 

尽管 奕绞在 奏折中 将英军 撒离宁 波称为 “计穷 智竭'  m 内 

心 并不因 此平静 ，反 而更加 紧乘地 注视着 英军下 一步的 行动。 
当乍 浦开战 的消息 传来， 他不 免惊骇 失色。 

乍浦是 浙江省 平湖&  f 属 的一座 小城， 位于 杭州湾 口的北 

端。 因其地 理形势 的重要 ，清 军人关 南下后 .派防 八旗兵 ，领以 

副 都统。 在 行政体 制上， 乍 浦城内 的正二 品大员 之于平 湖县， ta 

同厦门 城内的 提督、 同知之 于同安 县一样 ，又 是一则 特例。 

鸦 片战争 开始后 不久， 1840 年 7 月 24 日， 中 英在乍 浦发生 

了一次 小规模 的军事 冲实。 © 此后， 乍浦 一直是 清军的 海防重 
点。 定 、镇 、宁 —城失 陷之后 ，为 浙江驻 兵最多 的地区 ，共 有八旗 

驻防兵 、本省 派援兵 、陕 甘援兵 、山 东雇勇 、本 地雇勇 共计约 

7000 人。 © 

英军自 1842 年 5 月 7  □撤离 宁波后 ，于 13  口集结 于黄牛 

礁。 这支部 队共 有战舰 7 艘 、轮船 4 艘 、陆军 2000 余人 。势 可以 

说， 已经集 结了浙 江地区 英军的 绝大多 数兵力 。® 由于风 潮的影 

响, 英军于 17 日 到达乍 浦一带 海商。 在进 行了一 番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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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英军 发动了 进攻。 

从英 军军官 的回忆 录中， 我们 可以看 到-- 份怍战 地图。 (©该 
rm 青晰地 m 示了 英军 在乍浦 依旧 采用海 军炮击 正 面 、陆 军侧翼 

包 抄的老 战法。 

尽管自 18扣 年秋 以来， 乍浦一 直是浙 江清军 的布防 重点， 
开战 前兵勇 集结达 7000 余人。 但 是， 它 缺乏诸 如厦门 、定海 、镇 

海那 样的防 御体系 ，唯 一值得 一提的 丄事是 城墙， 据英陆 军司令 

富的报 告，“ 城墙并 不像预 计的那 样高、 那样完 好”； 战斗 中最 
为 重要的 火炮数 置 也很少 ，仅有 60 位 （其中 11 位是 铜炮） ，相： ̂  

f 厦门 的十分 之一， +到 定海、 镇海的 百分之 四十。 加上 守将并 
未 想到英 军会从 东南高 地发动 进攻， 防御作 战时指 挥十分 混乱。 

尽 管如此 ，英军 在攻占 乍浦时 付出的 代价却 远远起 出了厦 

门 、定海 栉镇海 ，共有 9 人 毙命， 55 人受伤 ，为鸦 片战争 历次战 

斗的第 3 位。 如在天 尊庙， 一些清 军仅仅 凭借房 墙以轻 兵器作 
硕强 抵抗， 击毙英 陆军巾 校 汤林森 （Tomlinson) 等人， 直 至该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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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 军的火 炮夷为 平地。 大多数 清军在 战斗中 逃跑； 而乍 浦驻 

防八 旗官兵 的拼死 作战又 使英军 震惊， 这里 有他们 的家， 有他们 

的家人 ，他 们不 能逃， 也无 处逃。 一出出 全家自 杀 的悲壮 行动， 
M 示了他 们的不 屈性格 

战 火由钱 塘江南 岸燃至 北岸。 英 军将进 攻嘉兴 、杭 州的流 

岜 ，使 浙江的 军政大 员们胆 战心惊 当英 军的舰 船出现 于海卞 

州的 尖山时 ，杭州 城内人 心惶惶 ，逃 难的民 众阻塞 厂河港 u 然 

而， 5 月 28  口， 即英军 攻占乍 浦的第 10  X, 全体 撒离， 继续北 

匕 其下… 个目标 是江 苏竹 宝山县 的吳淞 （今 属上海 市）。 

吳淞位 于黄湳 江入长 江处， 是上海 的门户 ，也 是长江 防御的 

第一道 屏障。 宝山 县城距 吴淞口 西岸仅 2 里， 而临 长江。 

ft  IS 川年 7 月伊里 布闻筲 带兵设 防后， 吳淞一 立是 江苏的 

海防 重点。 江苏 的最高 军政长 官亲自 坐镇 于此， 直接 指挥。 @江 

南水陆 提督陈 化成更 是坚持 住在炮 台旁的 帐逄里 ，枕 戈待 

如 是若近 两年。 在 他们的 领导下 ，奘 淞的 防御 [: 事和武 器装备 

发生 广而同 全新的 变化。 © 

吴 淞的防 御体 系完全 可以 与厦门 、定 海相 媲美， 其 具体部 署 

一 、西 岸土塘 一带共 设火炮 134 位，® 新月 堰炮台 设炮 10 

位 ，驻兵 1000 余名 ，由 江南提 督陈化 成督率 指挥。 土 瑭之后 ，设 

有营帐 ，驻 行陆路 接应的 第二线 部队。 

二东毕 土塘 及炮台 ，设 有火炮 20 位 ，驻 以防兵 io〔m 余名， 

由川沙 营参将 指挥。 

三 、宝 山 县城安 设大 、小 火炮 50 位 ，驻 以防兵 2000 名， 两江 

总 W 牛鉴余 Q 坐镇 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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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宝 山县城 西北约 3 里 许长江 岸边的 小沙背 ，驻 以防兵 

700 名， 由徐州 镇总兵 王志元 督率， 以 防英军 从侧翼 绕袭。 

五 

、 师船 、民船 、仿 制轮船 皆部署 于土塘 之内的 黄浦江 ，以防 

英军 ff 入 内河。 (以 t 部署 可参见 后图〉 

就已经 发生的 鸦片战 争诸次 战斗而 言 ，这样 的防务 抵挡不 

住英军 的攻势 ，可此 时的战 场总指 挥新任 两江总 督牛鉴 却窀无 

觉察。 他充满 自信地 制定了 具体细 微却又 实属闭 门造车 的应敌 

方案。 ® 这神 不切实 际的计 划本是 那个时 代一切 未历战 场的官 
僚们 的通病 ，无 须细 加评论 ，但 其张大 》志 的肓辞 又熨贴 地舒展 

了道光 帝那颗 紧揪的 心， 赞其 “水陆 交严， 深 得以静 制动之 
法 

■ 

牛鉴 的自倍 不使入 奇怪。 这位 甘肃武 威人上 出身科 甲翰林 

做过言 官放过 外任从 不知“ 暎咭蜊 ” 为何物 ，做事 的气度 自然像 

前 面提到 颜伯焘 、裕谦 等人， 与当时 的绝火 多数官 员融为 一体。 

他 -生中 的关键 ，在于 1841 年黄河 决堤， 大水包 围河南 省城开 
封 ，惊慌 失措的 河道总 督倡言 迁省城 于善地 .时任 河南巡 抚的牛 

鉴 镇定自 若, 力主“ 省城可 守小可 迁”， 上奏 n :  “ 若一闻 迁徙 ，众 

心 涣散， 孤城 谁与保 守？” ® 黄水退 去之后 t 他的这 种处变 不惊的 
非 凡气质 并没存 从道光 帝的心 H 中退 隐。 当 裕廉出 缺之后 ，便 

奄 无犹豫 地晋其 为两江 总督。 江苏毗 邻浙江 ，此时 正一片 慌乱， 

不正需 要一位 每遇大 事有静 气的长 官吗？ 
1S42 年 6 月 8  英 军抵达 长江! 4 外的鸡 骨礁。 这 支舰队 

共 有战船 8 艘 、武 装轮船 6 艘、 运输船 14 艘 ，运送 陆军约 2000 

人。 6 月 16 日凌晨 ，英 军进攻 吴淞。 舰队分 为主 力舰叭 和轻型 

舰队， 要攻 击方向 是吴淞 口西岸 清军各 阵地。 中午 12 点后， 

英运输 船载运 陆军部 队在吴 淞西岸 登陆， 兵分两 路进攻 宝山县 435 



S  f  —  吴淞 防御作 战示意 s 

城 ，由 于清军 已撤退 ，英军 不废一 弹占领 宝山。 此战 ，英 军被击 
毙 2 人 ，受伤 25 人； 清军阵 亡陈化 成以下 88 人， 

许多 记述鸦 片战争 的论著 ，将吴 淞之战 的失败 ，归罪 于两江 

总督 牛鉴、 徐州镇 总兵王 志元的 逃跑。 这 种说法 ，细 细究之 ，是 

受了 《道光 洋艘征 抚£> 、《巾 西纪半 >、< 夷氛 闻记》 的影 响。 这些 

著作 皆 称陈化 成初战 获胜， 击沉 敌舰， 毙伤 英军， 若不 是牛鉴 、王 

志元 的逃跑 ，战 斗极有 希望获 取胜利 。这 - 说法很 n 了能源 自牛 

鉴本人 战后“ 先胜后 败”的 谎报。 而从战 斗的实 际经过 来考- 察, 
淸 军自始 至终处 于不利 的态势 ，并不 存在获 胜之机 。 

其次 ，以上 著作皆 称英军 正面攻 击不利 ，绕袭 巾王志 元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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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 沙背。 査 英军战 前确有 从小沙 背突破 的计划 ，但因 该处泥 

滩绵 长碍于 登陆， 便放弃 了这一 方案。 至于 《中 西纪事 > 称英军 
由 东炮台 登陆向 西攻击 ，更 是混淆 了地理 位置。 位于黄 浦江东 

岸的东 炮台， 与西岸 土塘没 有陆地 连接。 

那么 ，牛鉴 、王 志元 的逃跑 究竟对 战斗起 到什么 作用？ 

牛 鉴驻守 于宝山 县城， 战斗打 响后， 率兵出 南门增 援陈化 

成。 当行至 校场时 （距 陈化成 的指挥 位置已 经很近 了）， 突遭英 

舰炮击 ，“随 兵被击 毙者十 余人” ，他 立即逃 往宝山 县城， ® 随后 
又逃往 嘉定。 从作 战经过 来分析 ，牛 鉴临阵 脱逃, 虽不可 能改变 

土塘 前线的 战况， 但 也放弃 了督部 对敌登 陆水兵 进行反 击的机 

会。 当然 ，牛鉴 坚持战 斗， 战斗 的时间 会延长 ，英 军的伤 亡会增 

加， 但战 斗的结 局似不 会改变 

王 志元驻 守宝山 县城西 北的小 沙背。 据战后 调查， 王志元 

曾 率亲兵 30 名前往 ^ 援 ，于中 午返回 ，对 部下说 t 西岸土 塘已失 

守， 宝山县 城亦陷 ，小沙 背地僻 兵单， 于是指 挥西撤 。©王 志元的 

说法自 是为其 逃跑寻 找理由 ，但他 对吴淞 战败应 无责任 当为事 

实。 

鸦片 战争之 后的著 怍家们 ，之 所以将 吴淞战 败的责 任加之 

于牛鉴 、王 志元 ，是因 为他们 不了解 吴淞的 地理形 势和清 军的布 

防， 不 了解英 军的攻 击方向 和兵器 性能； 更重 要的， 是因 为他们 

对陈化 成英勇 殉国的 景仰和 对牛鉴 、王志 元苟且 偷生的 郢视。 

送 种爱忠 憎奸截 然分明 的价值 观念， 使他 们在未 能弄清 全部事 

实之前 (在 当时 的条件 下弄清 全部事 实也是 难以办 到的） ，就不 

正确 地夸张 了某些 具有一 定真实 成份的 传说， 使 历史的 真实变 
得模糊 不清。 

然而， 他们的 这种爱 憎强烈 的忠奸 矛盾的 叙说， 更符 合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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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后来人 们的心 理状态 和思维 习惯， E 富有戏 剧性， W 而 得到了 

广泛的 传播和 普遍的 接受。 

就在 英军攻 陷旲淞 、宝山 的当天 晚上， 其海军 司令巴 加和陆 

军司 令郭 富期待 已久的 援军开 到吴淞 口外。 

1840 年 6 月英 国远征 军抵达 广东海 面时， 其兵力 为战舰 16 

艘 、轮船 4 艘、 运输船 27 艘 ，陆军 及可用 干陆战 的海军 人员约 

祁 00 人。 此后， 其兵力 …直 处于变 化之中 ，但 变化的 幅度不 

大。 ® 至 1842 年 1 月， 英国 远征军 有战舰 17 艘， 轮船 6 艘 、陆军 
4942 人。 

尽管 英国政 府要求 援军干 1S42 年 4 月 到达， 但实际 到达时 

间 却晚了 一些。 为了 不失时 机的发 动攻势 ，英军 放弃了 宁波和 
刚 刚攻陷 的乍浦 >  ffff 其 在香港 、厦门 鼓浪屿 、定海 、镇 海招 宝山弱 

小的 驻防军 ，也使 两位总 司令有 后顾之 忧„  1842 年 5 月， 情況 

急剧变 化。. 

据 刚刚成 立不久 的香港 政府的 统计， 1842 年 5 月 15 日马 

德拉 斯土著 步兵第 37 团 （军官 20 人 、士兵 400 人） 搭船 由香港 

回 印度。 而于 5 月 14 日至 6 月 22 日 从 印度等 处开来 36 艘运 

输船 ，载送 马德拉 斯土著 步兵第 2 团 、第 6 团 、第 14 团 、第 39 

团 、第 41 团， 还有孟 加拉志 愿兵团 、工兵 、印 度炮兵 等部, 通共计 

6749 名。 @6 月 5 日 ，英 国皇家 海军运 兵船贝 雷色号 (Bellesifc) 从 

英国开 到香港 ，运来 r 皇家 陆军第 98 团 S00 余人， 先前 到迖的 

皇家第 18 团 、第 26 团 、第 49 团 、第 55 团的缺 额部分 700 余人 

也同 日到达 英国陆 军在得 到这次 增援后 ，步兵 团共有 11 个， 

加 Jt 炮兵 、工 兵等部 ，总 兵力在 12000 名 以上。 

海军 舰船增 援的具 体到达 日 期尚不 清楚， 但可以 肯定， 大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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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 船与陆 军同期 到达。 据 一英军 军官的 M 忆录 ，至 1842 年 8 

月， 英 军在华 海军舰 船为， 战舰 25 艘 : 

呈华肘 兮 （旅 舰） 
炮 72  n 

1 怕 兰汉号 

炮 74 门 

H  仇分 （ Vindiclive) 炮 50 「 J 寒 利亚号 （Thai 旧） 炮 44 门 

布 朗底号 炮 42 门 
安度明  §  (Endymion) 炮 44  n 

坎 布  UT  兮 （ Cambrian) 
炮 36  f  j 加 略普号 

1 炮 28 门 

北极以 3 M  26  n 
先饪号 炮 26 门 

戴寶 5  ( 「Hi) 
炮 2() 门 培 取康兮 

炮  181.  J 
亨 丄 -底弓 _  * 

炮 18 门 
哈利昆  U* ( Harlequin) 

炮  *8  r  j 

处伦 拜恩号 炮】 6 「 J 
基 尔德斯 5  ( Childers) 炮 16 门 

dll 欧兮 炮 1 6  n 
H 险者号 

炮 16 门 

流 浪名兮 （ W  andtfrer) 炮 黑獾号 （Wolvcrmc) 
炮 16 门 

巡洋^ 炮 16 兮 
U  蛇号 （Serptnl:) 

炮 16 门 

女神 4 炮 4  M 阿尔 M 林号 炮 1  (> 门 

保 h 党人兮 炮 10  n 

轮船 14 艘: 

伯劳 W 伯号 （Proserpine) ( 铁质） 复仇神 g  (铁 质） 

弗萊 古森号 （铁 质） w 鲁多号 （铁 质） 

麦 都萨弓 •（Medusa)( 铁质） ■ 

驾驶者 兮 （ Driver) (木 质） 

威 克森号 （Vixm)( 木质） 阿克巴 》（ Ackbar) ( 木质） 

丙索斯 梯斯号 （木质 > 奥克兰 弓 (Auckland) ( 木质） 

皇后兮  < 木质） 谭那 萨林号 （木 质） 

梅姆隆 (  M^mnon ) ( 木质） 洪 哥庳兮 （木 质） 

此外 述有 运兵船 6 艘、 医院船 1 艘、 测量船 2 艘， 咏雇用 的运输 

船约 60 艘, ， 

由 此可见 ，英 国远征 军的海 陆总兵 力达到 2 万^， 这在西 

斤 的殖民 扩张史 J: 是一支 T 见的 强大军 团。 

英军 在得到 增援后 ，除加 强香港 （调派 1 团） 、厦门 鼓浪屿 、 

定海 （调派 1  W)、 镇海 招宝 山的守 军外， k 力源 源北 h， ft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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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1842 年 6 月 19 日 ，吴淞 、宝 山的英 军在得 到第一 批增援 

后， 沿黄 浦江水 陆并进 ，占 领了已 被清方 放弃的 上海。 随 后又派 

轮船溯 江上驶 ，直 逼松江 地面。 6 月 27 日 ，南方 开来的 援军大 

部抵达 吴淞, 英军又 从上海 撤离， 留军舰 2 艘封 锁吴淞 n ， 主力 

编成 1 个先行 艘队和 5 个纵队 （共 计战舰 12 艘 、轮船 10 艘 、运 

兵船和 运输船 51 艘 、陆军 4 个旅近 7000 人声 ，于 7 月 5 日 ，浩 

浩荡 荡航行 扬子江 , 直取 镇江。  ' 

镇江， 古称 京口， 北瀕 长江、 西临大 运河， 是交通 的枢纽 ，航 

运 业的中 心， 也 是长江 下游一 大繁华 城市。 

就民治 而言， 镇江本 是府城 ， 而 常镇道 亦驻子 此地， 可见其 

非同 一般; 就军治 而言， 清军 人关南 下后， 一直 在此驻 扎重兵 ，并 

于 1658 年 设京口 将军， 以对 付郑成 功等反 清势力 Q  1757 年 ，撤 

京口 将军， 改为副 都统。 至鸦片 战争时 驻防八 旗兵为 1185 

人 

尽管 鸦片战 争刚爆 发时， 两 江总督 伊里布 就在镇 江布防 ，但 

遠神 防御措 施仅仅 为调江 宁旗兵 400 名进驻 镇江。 伊 里布的 

后任们 ，始 终把目 光注视 于吴淞 ，而对 长江防 御未予 重视。 牛鉴 

上台后 ，不 认为英 军会深 人长江 ，仅 在江阴 的鹅鼻 嘴派兵 580 

名 、丹徒 的圖山 关派兵 及练勇 430 名便 了事。 @1842 年初 ，驻守 

镇江 的江宁 旗兵被 撤回， 改派青 州旗兵 400 名。 ® 

1841 年 初上任 的京口 副都统 海龄对 该处防 御颇为 上心。 

他 严格训 练部众 ，并 率领军 民修复 了已显 倾圮的 城墙。 但他无 

权调 兵无钱 铸炮， 能办的 事情不 过如此 面已。 他 曾要求 招募水 

勇巡 査江面 ，©为 牛鉴所 拒。 ⑯他又 想给手 下兵弁 弄点钱 改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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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以激励 士气， 反 遭牛鉴 的弹劾 ，结果 受到降 两级留 任的处 

分 。⑩ 他得知 吴淞失 陷后， 为 防止英 军内驶 长江. 上奏要 求阻塞 

长江 航道。 

海龄的 建议实 属异想 天开。 本 世纪三 十年代 ，蒋介 石在上 

海失 陷后， 下令中 国海军 舰船自 沉江阴 ，以 阻止日 本 舰队琍 江 而 

上， 结 果效果 甚微。 至 于阻塞 长江的 巨大工 程量所 需要的 时间、 

金钱， 以及由 此引起 的对国 计民生 、生 态环境 诸方面 的影响 ，海 

龄恐 怕想都 没想过 U 道光 帝接到 此折后 ，朱批 :“费 力无益 。” ® 

英军撤 离上海 再度集 结干吴 淞口时 ，清 朝上 下对英 军下一 

个攻击 目标判 断失误 ，以为 将北攻 天津。 牛鉴还 认为江 苏战事 

即 将结束 ，奏 请不必 由浙江 派大臣 、军 队援苏 当英军 的舰队 

连樯 内驶长 江时， 牛鉴等 人才发 现自己 的失算 ，连 忙火速 调兵增 

援 镇江。 

1842 年 7 月 12 日， 英军舰 队驶至 江阴鹅 鼻嘴。 14 日 ，攻占 

丹 徙圖山 炮台。 15 日， 英轮船 2 艘率先 到达镇 江江面 ，至 20 

曰， 英全军 抵达。 

与此同 时/清 军也在 行动。 7 月 13 日 ，参赞 大臣四 川提督 

齐 慎率兵 700 名到达 镇江。 16 日， 署江南 提督刘 允孝率 湖北兵 

1000 名 开到。 19 日 ，由 浙江派 来的江 西援兵 1000 名赶至 。海 

龄率镇 江旗兵 、青州 旗兵约 1600 名防 守城内 ，齐慎 率援军 2700 

名驻守 城外。 

两江 总督牛 鉴也于 7 月 13 日赶到 镇江。 他与 海龄、 齐慎的 

关 系显然 不那么 协调， 第二 天晚上 便离开 镇江， 前往 南京， 但据 

其奏折 ，就在 一天多 的时间 内备办 火攻船 、木 排约 150 只。 @而 

牛 鉴离后 不久， 7 月 15 日 ，英 两艘轮 船开至 ，清 方立即 实施火 

攻， 毫无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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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年 7 月 21 日 ，英军 攻城。 此次 行动主 要由英 陆军承 

担， 共 4 个旅 6905 人， 此外还 有数百 名海军 人员。 就 兵力而 

英军 处干绝 对优势 

S 十二 镇江之 战示意 ffi 

与驻 守城外 的齐慎 的怯懦 相反， 海龄率 领的镇 江城内 1600 

名八旗 兵的顽 强抵抗 ，就 连敌手 也无不 称道。 英 军第二 旅亍城 

/K 北登 陆后， 便遭到 守军的 炮击， 用 云悌攻 城时， 清 兵与之 激战， 

a 至 城北的 城墙被 轰塌一 大段， 手 持劣势 兵器的 清方勇 士们仍 

利用 各种有 利地形 许节 抵抗。 进攻西 门的 英军第 ，旅 最初受 

阻 ，只 得转攻 南门。 而配合 陆军驶 入运河 的英海 军小船 在西门 

一带 遭城墙 h 的清 军火炮 、抬炮 的轰击 ，损 失惨東 ，狼狈 退出， f 

是 便再次 组织由 300 名水手 m 成的船 队强行 突入， 用炸 药轰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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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 尽管英 军最后 从城北 、城西 、城 南三个 方向突 入城内 ，但 

守城的 八旗兵 仍未 溃逃， 而 是坚持 巷战， 许多人 流至最 后-滴 

血。 入夜了 ，而 镇江城 内仍火 光不息 ，枪声 不断 …… 物 

镇江 是鸦片 战争巾 英军攻 击诸要 点设防 最为薄 弱的， 而镇 

江之战 却是鸦 片战争 诸战斗 屮抵抗 最为激 烈的。 英军投 入的拦 

力最多 ，但 没想到 ，遭到 的损失 也最大 ，共有 39 人毙命 ， 130 人 

受伤 ，还有 3 人失踪 这一数 字以今 天的标 准来# 并不 惊人， 
但相 当于清 军设防 最坚强 的虎门 、厦门 、定海 、镇海 、吴淞 请战役 

英军 伤亡的 总和！ 
p 

英军在 镇江遭 到重大 损失的 主要原 因在于 轻敌。 战 前的侦 
■ 

察使他 们误以 为可以 兵不血 刃地入 据该城 ，一 如先 前进占 T 波、 

宝山和 上海。 这种自 信使他 们自负 地决定 将获胜 的荣誉 完全究 

于 陆军， 就像 海军在 吴淞独 享战功 一样。 镇 江瀕临 长江， 英军的 
舰 炮完全 可以将 炮弹射 人城内 ，但他 们没有 这么做 ，仅有 个别战 

舰在掩 护登陆 时开过 儿炮。 鸦片战 争中先 前各次 战斗清 军主要 

是 被英军 舰炮轰 走的或 吓跑的 ，而 此次城 外清军 齐慎部 也因遭 

英陆军 火炮轰 击而溃 ，但 城内 淸军因 未受重 炮轰击 ，仅与 敌手持 

火 器或小 型火炮 交战、 故能 坚持长 时间的 抵抗。 

英 军在镇 江遭到 重大损 失的另 一重要 原因是 八旗兵 的坚强 

抗击 5 如 同乍浦 -样 ，除 青州兵 400 名外， 1185 名京口 驻防八 
旗， 已 于此驻 扎了近 200 年， 家产 在此， 眷属 在此， 祖 坟在此 ，他 

们保 、卫 的已不 是抽象 意义上 的国， 而是实 实在在 的家， 故能顽 

强、 奋勇和 拼死。 由此 我们又 可理所 当然地 得出另 一结论 ，只有 

士兵们 、民众 们意识 到家与 国的利 益的一 致性时 ，才 会在 民族战 

争 中视死 如归。 据耆 英战后 的调查 ，清军 此次战 斗的伤 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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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別 战 死 伤 失 踪 

京口 八旗 170 人 24 人 

青 州八旗 55 人 65 
1 

人 24 人 

镇 江绿营 3 人 
1 

6 人 17 人 

湖 北绿营 7 人 8 人 

1  3 

人 

四 川绿营 3 人 

河 南绿营 1 人 1 人 

江 西绿营 1 

_ 1 

23 人 
_ 1 

其 中京口 、青州 八旗的 伤亡为 30%, 而湖北 、四川 、河南 、江 西绿 

营即 由齐慎 等统率 的援军 t 相比八 旗兵， 其 伤亡微 不足道 ，仅为 

K6%。 道光帝 见此大 为感叹 ，朱 批曰： 

‘ ‘不愧 朕之满 洲官兵 ，深 堪悯恻 r ❽ 

这里还 有必要 提一下 海龄。 这 位曾经 做到正 二品总 兵的老 

将， 七年 前因琦 善的弹 劾降至 正四品 的二等 侍卫， 发往 新疆， 充 

古 城领队 大臣。 此次 复任正 二品的 京口副 都统， 道光帝 曾予朱 

谕劝激 作为一 名军人 ，他 已竭 尽全力 ，战 败之际 又举家 自尽， 

按传统 道德可 谓尽忠 成仁。 可作为 镇江城 内的最 髙军事 长官， 

举 止又不 无暴戾 之处。 特别是 7 月 15 日英轮 2 艘初 至时， 他竟 

下 令紧闭 城门。 逃 难的民 众因不 得出城 而抗议 ，他 以“汉 奸”罪 
名拘之 ，杀 13 人于小 校场。 城门的 关闭导 败市集 的中止 ，民众 

无处 买食。 而早晚 在街巷 中行走 的民人 ，纵 兵用鸟 枪打死 ，又在 

城 内大肆 搜捕“ 汉奸％ 如是者 六天， 民怨 沸腾， 满 汉矛盾 激化。 

这位副 都统似 乎井不 知道， 除 了军事 上的意 义外， 保卫一 座城市 
的终极 目的正 是保卫 该城民 众生命 财产的 安全， 战前疏 散平民 

是 守将的 责任。 而当 民众感 到威胁 不是来 自敌方 而是自 己的保 

卫者时 ，势 必诱 导以敌 待之的 举动。 正因为 如此， 这位副 都统虽 

慷 慨殉国 ，但民 间盛传 其被愤 民暗杀 ， 以至 在京的 御史将 此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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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 夭听。 ® —百多 年来， 与其他 殉国将 领相反 ，海 龄的 名声不 

好 ，恰 是因其 n 碑恶 劣。 

1842 年 8 月 2  H， 势军留 下其 第二旅 及炮兵 一部继 续占领 
城东 北的北 固山， 主 力撤离 镇江， 登舰继 续溯江 上驶， 准 备进攻 

当 时长江 流域乃 至南巾 囯最大 最重要 最著名 的城市 —— 南京。 

两江总 督牛鉴 经历了 吴淞、 镇江两 败后， 自知 再行抵 抗将无 

济 于事， 其工 作重心 从部署 防御转 移到与 英方讨 价还价 赎城金 

的数额 上来， 同时 不停地 向道光 帝发出 奏折， 要求 议和。 

镇江 之战是 鸦片战 争的最 后一战 ，就军 事角度 而言， 战争实 
际 已经结 束了。 

求和 的历程 ® 

钦差大 臣耆英 、七 品职衔 伊里布 南下杭 州后， 为浙江 局势之 

糜烂 而震惊 ，立即 从在京 时“与 银与地 均非办 法”的 立场上 后退， 

不 顾道光 帝“先 剿后抚 ”的谆 谆教谕 ，决 计“羁 縻”。 

可是 ，这 样一来 ，耆英 、伊里 布反而 处于“ 两面作 战”的 窘境: 

桀 骜不驯 的“逆 夷”不 肯就“ 抚”， 九 重之上 的道光 帝不愿 俯首， 前 
者以兵 势迫之 ，后者 以权势 压之。 本非睿 智的耆 英者流 只得对 

“鬼 子”扮 笑脸， 对主子 作鬼脸 T 。 

由此， 耆英主 持的求 和活动 也跌宕 起伏， 一波 三折， 经历了 

奇特的 历程。 

1842 年 5 月 17 日， 刚 刚放弃 宁波等 地的英 军重兵 逼迫乍 

浦， 耆 英闻讯 后惊骇 失色， 未经 请旨， 于次日 派伊里 布前往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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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情形 ，设 法羁縻 ，宣 布天威 ，示 以大义 待伊里 布至嘉 兴时, 

乍 浦已失 ，即 派先前 充其对 英交逋 员的外 委陈志 刚向英 方送去 

了- 份照会 ，伊 里布开 出的停 战条件 还是一 年前的 老一套 ，即以 

通商 换和平 3@他 似乎并 不知道 ，在 杨芳 、奕山 的允诺 T, 广州的 

通商 已恢复 一年。 
英国全 权代表 璞鼎查 此时尚 在香港 ，陆 军司令 郭富于 5 月 

21 日复照 ，称赞 伊里布 昔日善 待英俘 的行为 ，欢 迎其前 往乍浦 

并 保证其 安全， 但又声 称谈判 非其“ 职份'  须转 吿璞鼎 查“查 

办”。 照会 最后称 :“倘 若贵国 按照叠 次所致 文书内 各款， 一切允 

准， 即结平 和无难 伊里 布接此 照会， - 方面喜 出望外 ，英方 

愿意 和平； 另一 方面又 如坠云 雾之中 ，他实 在不知 道“叠 次所致 

文书 各款” 为何。 他不敢 冒然去 乍浦， f 是 在复照 中祢， 既然须 

由璞 鼎查" 査办” ，那 就等到 璞氏的 照会到 来后， “再行 酌商办 
理 

英方 立即看 出伊里 布未解 其意， 5 月 26 日 由海军 S 令巴 

加 、陆 军司令 郭富联 名发出 的照会 中明确 宣布停 战谈判 条件： 

'须由 清朝皇 帝表明 ，情 愿按 照先前 巴麦尊 致中国 宰相书 

及 璞鼎査 在浙江 发出的 照会中 各条件 办理。 

二 、清方 的谈判 代表须 是“钦 派操全 权之大 员”。 

此外， 英方 还提出 了释放 英俘的 要求。 ® 

钦 差大臣 耆英因 乍浦失 陷而于 5 月 23  B 赶至 嘉兴， 与伊里 

布 会合。 此时盛 行的英 军为夺 战俘面 攻杭州 的流言 ，又 使奕经 

慌忙将 英俘于 27 日解 到嘉兴 ，以送 乍浦归 还英方 而保全 省城。 

耆 英看到 这份态 度强烈 的照会 ，对 英方的 两项条 件无权 也不敢 

作 出答复 ，更 不敢如 实上奏 ，于 29 日的折 片中专 门挑好 话说给 

道光 帝听: 伊里布 派出的 陈志刚 在乍浦 见到了 “郭姓 夷人” （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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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述晓 谕之 i 该茴 深知 感激， n 求 逋商， g 同尚 力恭顺 ”. 

孴铝为 r 逍 光帝 能批徙 ;&们 擅行 的“ 羁縻 ”之策 ，将 匕 绞陷 入的 

绝 m 描绘得 」;_光明。 他还说 叼 k 对策为 此逆 焰方张 、战 
守两 难之际 ，固 不敢 轻艿 攻剿 ，亦 不敢专 恃羁縻 ，惟 介 恃 以 镇靜， 

殚心 竭力 ，相 机办理 这爭 的“ 镇静” ： 字又孩 作何 解释， 只有 
夭晓 得？ 

局势 说变就 变。 5  H  28 日， 即 耆英上 奏的前 -天 ，英军 撒 

离乍浦 ，北上 迸攻吴 淞；  5 月 30 日， 即耆英 上奏的 后- 1 天， 乂收 

到命 其携带 钦差大 臣义防 南下广 州的谕 .令 （详见 上节） 。 由耆英 

主持的 第一回 合的求 和活动 h 得匆匆 收场。 

可是， 送往 乍浦的 英俘却 找不 到接 收者， 伊里 布后将 之送往 

英军 占领的 镇海招 宝山。 尽管道 光帝已 明令停 止[ ‘羁縻 ”活动 ， 

伊 黾布仍 不死心 ，让英 俘带去 r  一份照 会：“ 所£ 义之半 ，不 难商 
定 ，须 俟大 局议和 成规， 自 当会同 扬威将 军与刘 抚台奏 明大皇 

帝， 再定章 程。” 这是针 对英方 先批准 条件再 谈判的 反建议 T 而对 

谈判 人选资 格并无 回答。 他还 要求英 方给予 “回文 '以 便早开 
谈 判。® 毫 不奇怪 ，正 忙干进 攻吴淞 的英方 对伊里 布的照 会并不 

感兴趣 、畏 惧圣 怒的浙 fi： 官员电 不敢及 时上报 真情, .，只 有被释 

放的 英俘在 此中占 点 便宜。 由于 英方释 放清军 战浮时 每名给 

m  3 元 ，清 方释 放英军 战俘时 显得颇 有“天 朝”的 大度， “ 黑夷” 
(印 度兵） 每名 15 元， [ 卞 J 夷” 每名 30 元。 

L842 年 5 月 25  H 道光 帝旨令 菁英南 T 广州， 时在 乍浦失 

陷的 7 天之 ■&， 可他 尚未知 前线的 战况； 第二天 ，5 月 26  H. 靑 

英报告 乍浦失 守的奏 折递至 其案前 ，而对 英军的 凶焰. 旨 意丌始 

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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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3, 道光帝 收到耆 英谎报 “羁縻 ”情况 的奏折 ，下 令耆 

“暂缓 起程'  留在 杭州协 助防守 

6 月 5 日 ，他根 据奕经 的提议 s 责成 耆英专 办“羁 縻”事 
宜 

6 月 9 日， 他收 到奕经 进呈的 伊里布 、郭 富第一 次照会 （奕 

经也 不敢上 报英方 第二次 照会） t 授伊里 布四品 顶戴， 署 理乍浦 

副 都统， 在杭州 或嘉兴 “驻扎 弹压' ◎ 

耆 英在南 下广州 途中， 于 6 月 14 日收到 6 月 4 日 的 上谕， 

连夜往 回赶， 4 天后回 到杭州 ^ 他 与奕经 商议后 ，于 6 月 19 日 

分别 上奏。 耆 英使用 了曲笔 ，称若 英方提 议与他 （或伊 里布) 面 

谈 ，“自 应准其 所请” 。@这 句话的 真实含 义是请 求批准 直接谈 

判 。 奕经说 得更明 白些， 伊里 布“査 明何处 紧要， 即在何 处就近 

办理 一切' @也 就是说 ，放 手伊里 布自我 选择与 英方的 交涉地 

点， 而不 必顾及 其新任 的地方 职务。 

耆、 奕的奏 折表明 ，他 们打算 比道光 帝批准 的范围 走得更 

远, 这因 为他们 已经隐 隐听到 吴淞的 炮声; 而这两 份奏折 到京之 

日 （6 月 25 日） ，恰逢 道光帝 为吴淞 、宝山 的战败 而生怒 ，在 耆英 

的奏 折上朱 批“不 可”， 对奕经 更是下 令进攻 ，乘英 军主力 在江苏 

之机 ，“多 方牵制 t 当可 得手。 

我在第 三章中 已经提 到， 清朝当 时最快 的通信 速度是 “六百 

里 加急” ，由 此而从 杭州到 北京打 个来回 ，最少 也需要 12 天 。前 
方 军情之 紧急已 不容耆 、伊坐 待谕旨 ，而耆 、伊也 利用这 段时间 

抢先 行动， 由抗州 而嘉兴 而王江 泾面江 苏昆山 ，一 路尾追 英军讲 

和。 

6 月 20 日 ，英海 、陆 军司 令在上 海收到 伊里布 请求“ 戢兵” 
的照会 （具体 发照时 间不详 ，当 在耆 、奕 19 日上奏 之前） ，当 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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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再次重 复先前 提出的 停战谈 判两项 条件。 值 得注意 的是， 英 

方虽祝 贺伊里 布新任 职务， 但又强 调了“ 钦派大 臣”的 条件， 也就 
是否认 了伊里 布的谈 判资格 

耆英看 到英方 的复照 ，自 以为自 己“钦 差大臣 ”的身 份符合 
英方的 条件， 亲自 出马， 与伊里 布联衔 复照， 主动 提议在 浙江镇 

海或江 苏松江 ，与英 方会谈 耆英 的这一 做法与 其在奏 折中的 
说 法恰好 相反。 

耆英的 照会于 6 月 27 日 送至 英方， 英 国全权 代表璞 鼎査也 

恰于此 日由香 港赶至 吴淞。 此时 ，英 援军大 批开到 ，准备 上驶扬 

子江 ，根本 无意于 谈判。 璞 鼎查当 g 复照， 表示不 能停战 ，因为 

耆英未 有“钦 赐全权 

在 “天朝 ”的历 史上， 对 外交涉 本是大 皇帝的 专权， 任 何臣子 

都不得 擅专， 即所 谓“人 臣无外 交”。 因而当 时根本 不可能 有“全 

权” 的职差 ，恐怕 当时人 连“全 权”的 概念都 没有。 耆英头 一回出 
阵 便遭当 头棒喝 ，而伊 里布仍 不罢休 ，于 7 月 4 日 再次照 会璞鼎 

查 ，宣 称自己 和耆英 是“大 皇帝特 派来善 议大臣 '准备 在苏州 

“ 候讲善 定事宜 可 这份照 会送往 吴淞时 ，英军 已连樯 溯流开 
赴镇 江了。 

更大的 打击， 来自于 北京。 

就 在耆英 、伊 里布为 璞鼎査 所拒时 ，前 引耆英 的奏折 也已批 

回 ，不 可”二 字抽去 了他们 前进的 桥板。 7 月 3 日 ，道光 帝看到 

耆 英报吿 准备与 英方约 定地点 面谈时 ，下旨 ：“不 可与之 会晤' 

“只可 令陈志 刚等持 书前去 '"如 复书有 分外要 求万难 应许事 

件， 即与 牛鉴一 意防守 月 9 日 ，他又 收到耆 英报告 璞鼎査 

不 肯谈判 的奏折 ，又 下旨： 

“若再 事羁縻 ，不 特与 事无益 ，且恐 有伤国 体。 著 （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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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伊 里布） 与牛 鉴 、裎 荀采 ■(江 苏 w 托 ） 专意 剿办， 无稍游 

移。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两江 总督牛 鉴见道 光帝此 吋仍欲 相战， /J: 言上奏 ，要 求遒 光帝效 

法乾 隆帝征 缅不克 降诏罢 兵并允 朝贡之 先例， 对英“ 輯縻” 办理。 

道 光帝看 到这份 教训他 的奏折 ，怒 火中烧 ，认 定老奸 E 滑的 伊里 

布是 这枇求 和官员 的主谋 ，于 7 月 14  口  K 旨 U: 伊 回乍浦 赴仟， 

泞奂 留在江 苏会冋 牛鉴防 剿。® 1 

[: - 次 道光帝 命脊英 离浙， 儿大 后便收 回成 命； 这一 次命伊 

黾布 离苏 ，可 -天 S 便爷 心游 移了。 

L842 年 7 月 15  13  . 道光帝 收到嘗 英一折 ，随 奏附呈 的文件 

引起 其兴趣 ，全 文为： 

“大 英国大 元帅吴 夏密请 尔吴淞 口 罟民 知悉。 因本国 

商船 误伤广 东商人 三名， 故清 国不许 通商， 致经五 载。 为此 

我 囷命我 求和， 诈我不 肯保奏 朝廷， K 我主发 员 叩 S 杀 

尽奸徒 ，非干 尔百姓 ，毋 得惊慌 I 窜 ，仍可 安届軿 种勿惧 。 

倘我黑 鬼私行 横掠， 尔众 民便可 杀之， 弋以 为罪。 十 H 内本 

帅 整 顿三军 ，再 叩北阁 ，直 抵京师 ，力 行诉话 ，尔百 姓其勿 

挽: 特示。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据 耆英的 奏折， 这份 义件于 宝:山 县城外 粘贴， 我 们今天 可以肯 

定它是 伪造的 ，尽 管还 不知道 伪造者 是谁。 @ 璞鼎 查在旲 淞两次 

发布文 内容 和文宁 与此 完令不 向， 就 这份文 件本身 而 

H， “大 元帅” 一词为 英方所 不用， “尖夏 密”实 不知为 何人， 迓明 

碏的 证据是 ，英 方绝对 不会捋 d 己麾 下的 印度籍 士兵称 为“黑 

I  ̂  I  .  t 
鬼。 

按 照音英 的分析 ，这 份文件 W 明 苋方“ 情饲 尚 S 恭顺 .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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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通 商”； 而 道光帝 读到“ 求和” 芋样 ，也 颇能熨 贴他那 颗敏感 

脆弱的 自尊心 ，“ 直抵 京师， 自 行讲话 ”-语 恐怕不 能不引 起道光 

帝的 恐惧。 于是 ，他 给耆英 下了一 道密谕 ，布置 策略： 

- ^ 耆英 派陈志 刚前往 英方， 告诉对 方如‘ 能将舰 船撤回 

广东 罢兵， 耆 英将向 大皇帝 保奏。 

—— 香港 赏给英 方堆放 货物； 福建 、浙江 、海 口 允许 每年在 
约定时 间内通 商贸易 ，但 英人不 得长期 羁留。 

—— 英 方不必 进京， 上 述条件 由耆英 出奏， “降 旨允行 ，以为 
凭据' 

同 H ， 除这道 密谕外 ，道 光帝另 有谕旨 给耆英 、牛 鉴等人 ，重 

弹老调 :“激 励将士 ，同心 戮力” ，“应 守则守 ，应 剿则剿 ，断 不可稍 

存 畏葸， 致 懈军心 ，是 为至要 ！  ”@ 
道光帝 在此作 了两手 布置。 

毫无 疑问， 道光帝 作出的 让步， 与 英方的 要价相 距甚远 ，但 

比 人感 到有意 思的是 ，这与 一年多 前琦善 在广东 准备作 出的让 

步完全 一致。 

7 月 14 曰 ，耆英 、伊 里布在 苏州收 到道光 帝“专 意剿办 ，无 

稍游 移”的 谕旨。 有了 上一次 的经验 ，这 次决计 抗旨+ 遵。 军事 
败 局已定 ，他 们断定 除求和 外别无 选择。 于是 ，他 们公然 给道光 

帝 出了道 难题， 让他 把“战 守两难 ”的状 况“敕 下廷臣 速议良 

策”。 ㊃北 京又能 有什么 办法？ 他们心 里清清 楚楚。 与此 同时， 

他们又 加紧了 求和的 活动， 由 苏州赶 向镇江 一带。 
7 月 18 日 ，璞鼎 查在镇 江江面 的军舰 上收到 了晚到 的伊里 

布 7 月 4 日的 照会； 7 月 21 日 ，即镇 江开战 的当天 ，又收 耆英个 

人 名义的 私函。 这两 份仅要 求和谈 而未作 出实际 允诺的 文件， 

自然 挡不住 英军对 镇江的 进攻。 璞鼎 查分别 复照， 附上 了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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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淞发布 的告示 ，而给 耆英的 照会中 还宣布 英军即 将进攻 南京， 

iJ: 他准 备好用 来“赎 城”的 金钱。 ® 

璞鼎 查在吴 _ 发布 的告示 ，并 无新鲜 的内容 ，但 对耆英 、伊 

里 布说来 却是一 & 重要的 文件。 因 为璞氏 将英方 的主要 要求概 

括为三 条：一 、赔偿 烟价和 军费； 一 1、 两 国平等 外交； 三、 割让海 

岛； 并 称“得 此三者 ，其 佘事端 ，不难 善定也 ％® 从 未看过 巴麦尊 

致中国 宰相书 、从 未收到 璞鼎查 在广东 、浙 江发出 的一系 列议和 
条 件照会 的耆英 、伊 里布， 必然 会发现 其中并 没有提 到逋商 ，而 

“ 通商” 又是他 们手中 对付嗜 利的“ 夷人” 的唯一 法宝。 

璞鼎 査正式 送来的 告示， 与耆英 先前进 呈的所 谓“大 元帅吴 

夏密” 的告示 差距太 大了。 耆英不 敢上奏 ，而 是隐匿 下来。 这- 

方 面是害 怕激起 圣怒， 另 一方面 他们尚 未收到 道光帝 的密谕 ，他 

们这种 违背“ 剿办” 谕旨 、私下 求和活 劫的本 身即是 大罪。 
由于 英军封 锁了瓜 洲至镇 江的文 报线路 ，遣 光帝的 密谕迟 

至 7 月 24 日才传 到耆英 手中。 他连 忙派陈 志刚前 往英方 ，并在 

照会 中提议 首先进 行下级 官员的 会谈。 璞 鼎查显 然不满 足清方 

的还价 ，复 照中仅 同意派 员谈判 南京赎 城事宜 。⑬ 

尽 管耆英 瞒下了 璞鼎査 的告示 ，但英 方的三 项要求 却又很 

偶 然地从 另一管 道送至 北京。 

7 月 17 日 ，英 军在瓜 洲一带 扣留了  300 佘艘 民船， 仪征士 

绅捐 纳同知 颜崇礼 (据说 是一位 富有的 盐商） 主动 前往英 舰进行 

交涉， 英军翻 译普鲁 士籍传 教士郭 士立也 给了他 一份璞 鼎査的 
告示。 颜崇礼 将此告 示交给 常镇道 周顼， 扁顼又 将内容 具禀两 

江总督 牛鉴， 牛鉴将 此禀帖 转给江 宁将军 德珠布 阅看， 德 珠布将 

此禀帖 抄彔随 奏进呈 

德珠 布进呈 的周顼 禀帖， 主要 是谈英 军的猖 撅和镇 江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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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 ，德 珠布进 呈此禀 的用意 ，仅仅 为了说 明镇江 、南 京的 危急。 

d 经 将巴麦 尊致屮 M 宰相书 内容忘 得差不 多的道 光帝. 却意外 

地发 现英方 的三项 要求。 7 月 26  口 ，他再 次密谕 耆英、 伊黾布 

(两 天前他 F 令伊 留在江 苏）： 

“广 东给过 银两， 姻价碍 难再议 ，战 费彼此 均有， 不能议 
给； 其平行 礼可以 通融； 贸易 之所， 前 已谕知 耆英将 香港地 

方暂 行赏借 ，并 许以闽 、浙暂 准通市 

他还 认为， “该 逆既来 诉冤， 经 此推诚 晓谕， 当 可就我 范围％ ⑬ 
(重 点为引 者所标 > 

就在 道光帝 发出此 谕的当 13, 又收到 了牛鉴 关于英 军围攻 

镇 江的“ 六百里 加急” 飞奏， P 是又下 - 旨： 

“著 耆英、 伊里布 遵照前 奉谕旨 ，开 诚晓谕 ，设法 羁縻， 
有应 便宜从 事之处 ，即 著从权 办理。 此事但 期有成 ，朕 亦不 

为遥制 。”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第二天 ，7 月 27 日， 道光帝 先后收 到耆英 、牛鉴 、齐 慎等 人的奏 

折 ，报 告镇江 沦陷。 牛鉴 为道光 帝早日 批 准“羁 縻”， 竟在 奏折中 

不顾 忌讳口 出“狂 言”： 

“危 迫实不 可言， 伏求皇 上速决 大计， 以 拯民命 ！”® 

这 一句后 来在江 南官场 广为流 传的话 ，显然 刺激了 道光帝 。他 

瑜令： 
“ 著耆英 、伊 里布仍 遵昨旨 ，便 宜行事 ，务 须妥速 办理， 

不可稍 涉游移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不加 稍涉游 移”是 道光帝 在渝旨 中最爱 使用的 一句话 ，尽 管他 

本人 经常“ 游移'  我 们在前 面已经 看到， 18 天前 ,7 月 9 日 ，他 

绝 耆英的 谕旨是 “专意 剿办， 无稍游 移”！ 

不过 ，在 此之后 ，道 光帝再 也没有 “游移 ”过， 再也没 有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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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 办”的 念头。 他终 于明白 ，“剿 ”是不 行了。 但 他弄不 明白后 

来又让 耆英、 伊里布 打听的 是：“ 逆夷接 仗之际 ，所 带夷兵 何以能 

使 有 进无退 ，愍 不畏死 若此？  ”® 
携带圣 旨黄匣 的飞骑 ，以 日六 百里 的速度 疾奔南 F， 寻找 

此时正 在 无锡的 耆英。 而耆 英在与 璞鼎查 交涉受 拙之际 ，于 8 

月 1 日收到 了命其 “便宜 从事” 的谕令 ，他 立即将 此谕令 密寄已 

返回 苏州的 伊里布 ，让他 赶来一 同商量 办理。 至于 “羁縻 ”的前 

景 ，耆英 在奏折 中称： 

“究 竟能否 济事 ，惟有 竭尽犬 马愚 诚以 冀报称 。”⑩ 

这句官 式套话 若翻译 成今天 的口语 ，也 就是 ，“试 试看吧 r 

1842 年 7 月 10 日 ，天津 ，前节 提到不 肯随主 子南下 留在家 

中养病 的张喜 ，迎来 了南方 的客人 。 他是伊 里布的 专差， 手捧伊 

里布 的亲谕 ，让张 喜迅速 南下： 

“如 今终要 你来， 方能 达我意 于夷人 ，以期 大局速 结。” 

“将 此事我 与你到 底办完 ，才了 两 人心愿 ，且好 剖白前 

冤， 真是难 遇之机 ，何可 失之？ ”咏 
伊里 布的手 谕情重 意切， 而更能 打动张 喜的是 ，听 到伊已 署任乍 

浦 副都统 ，并有 望替代 生病的 刘韵珂 ，署理 浙江巡 抚。@ 主子的 

再度 荣华， 奴才又 可重展 风光。 于是 ，他〗 1  13 日 起程， 至 S 月 5 

曰赶到 无锡。 伊里布 见到这 位得力 家仆异 样高兴 ，成 七律 一首， 

其中一 句为： 

“且 喜帷筹 来管乐 ，非为 掉古有 苏张， ® 
这位已 显得聪 明绝顶 的老臣 ，居 然将张 喜比拟 为管仲 、乐毅 、苏 

秦和 张仪， 又 可见其 分量。 

张喜来 的正是 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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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 、伊黾 布与璞 鼎查 的交涉 ，仍 在“全 ir  /向 上卡壳 。尽 

管耆 、伊解 释道： “本朝 向无全 权人臣 官落， 凡 w 钦差 大臣宇 样, 
即与赍 国全权 _  _  :肀相 同'  们璞鼎 査对此 不 以 为然， 

两江 总督牛 鉴因英 军攻克 镇江, 兵临南 京城下 ，未爵 旨批准 

便 檀发照 会给璞 鼎查。 但此 类阐述 义理并 无实际 允诺的 照会并 

不为英 方肴重 ，反 被逼 迫交纳 赎城金 300 万元。 具 存 守城 职贵 

的 卞鉴于 8 月 4  H、5  口一 口气 向英 方发了  6 道照会 ，允 先交 30 

力 ，续交 30 万 ，并 清英军 肟撒。 不愿 讨价还 价的璞 鼎查十 5  Lf 

布告， 你淸方 赎城 ，将 立即进 攻南京 ！  ̂ 

此时 的 牛鉴五 中如焚 ，派 汴 疾奔无 锡 ， 请菁英 、伊里 布速来 

漸京 以解 倒悬； 6  口 义再 次照会 璞鼎杏 ，其中 有一段 妙文： 

“此次 和奸通 商之事 ，不 但江南 带兵大 S, 不 敢具奏 ，就 

是扬 威将军 ，亦 不 敢奏渍 …… 本邹堂 将仪征 所贴告 示内四 

条 ，三次 冒死据 实陈奏 ，幸 邀皇 上允准 ，特命 耆将军 、伊 中堂 

专 办 和好通 商之事 …… 乃正在 讲 和之呩 ， 贵国大 邦 兵船忽 

然来到 ，是 使本 部堂一 番好意 ，反启 兵端， 试问 贵国 信在河 

处？ 义在 何处？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按照 牛鉴的 逻辑， 和谈的 局面是 他“- :次冒 死据实 陈奏” 促成的 

(尽 管在 档案中 找不到 “三次 ”的 证据） ，英 方不念 及此情 反发兵 
攻其 驻守的 南京， 这种 大水五 冲龙王 庙的 行径， 真 是太不 讲信义 

就在 张喜到 达的当 夜三更 ，牛鉴 的差弁 闯至 耆英的 座船 

靑 、伊 商量； 决定 派刚 刚到达 的张喜 先行。 ffs 行前 ，耆 英送来 

了五 品顶戴 ，并 对张喜 保证： “我必 奏明， 断不至 如前次 白献虛 

顶  '  择 而 一 年前， 伊里布 给的是 六品 顶敷。 
8  fl  7 日中午 ，张 淳赶 到卞 鉴的 衙署， 只见他 为英军 放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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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攻城而 急得团 团转。 颇有 一些西 洋知识 的张喜 一掐算 ，当曰 

是 星期天 ，该是 基督徒 做礼拜 的日子 ，连 忙安慰 牛鉴。 将 信将疑 

的牛鉴 问清伊 里布的 行程， 急忙再 给英方 发去一 照会， 告 诉伊里 

布明日 到达， 想 用伊里 布善待 战俘的 名声， 来阻止 英军攻 城的炮 

声。 ® 
伊 里布于 8 月 8 日到达 南京， 即派张 喜前往 英舰。 

自 1842 年 5 月伊里 布派陈 志刚前 往乍浦 开始， 中英 交涉已 

近 3 个月。 从现存 的双方 照会内 容来看 ，似 乎一 直未能 沟通。 

这一方 面是英 方翻译 官的汉 语水准 问题， 使英方 文件往 往辞不 

达意； 另一方 面是清 方官员 害怕留 下把柄 不愿在 照会上 写清其 

意 ，许多 重要信 息由送 信的兵 弁口头 转述， 而这些 少有文 化的武 

职 ，显得 难胜此 责^ 头脑及 口 齿皆极 伶俐的 张喜, 一登场 便是风 

光 不同。 他撰写 的< 抚夷日 记>， 又是 关于南 京条约 谈判最 详尽、 

最生 动的中 文记述 t 以致在 美国的 著名中 国近代 史专家 邓嗣禹 

先生 专门将 之翻译 成英文 发表。 ® 

张 喜带去 的伊里 布照会 ，并无 新鲜内 容。 马 儒翰阅 后劈头 

责问： “俱系 空话， 于事 何益？ ”但 英方深 知张喜 为伊里 布亲信 ，于 

是双 方的谈 话也就 "由辰 至酉” （即 早晨 7-9 时 至下午 5 — 7 

时） ，璞 鼎查、 马儒翰 、罗 伯聃皆 在场。 会谈 的细节 可见于 张喜的 h 

《抚 夷日记 > ，其于 辩论 进行于 嬉笑怒 骂之中 而大放 异彩。 戏剧 

性的 场面频 频出现 ，张 喜的言 辞机锋 不逊于 苏秦、 张仪。 但是， 

越是 完美的 记录， 越是让 历史学 家怀疑 其掺入 了多少 自 吹自擂 

的水分 

据张 喜称， 他临 别时曾 向英方 索要“ 回文” ，英方 称当曰 来不 
及拟就 ，让次 日派人 来取。 当 天晚上 ，张喜 回到南 京城时 ，车马 

俱绝 ，伊 、牛“ 皆无定 议”。 第 二天， 8 月 9 日 ，伊里 布派弁 去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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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而 牛鉴又 将许诺 赎城的 金额从 60 万升至 idb 万。 ® 

伊 、牛派 出的差 弁当日 未归， 8 月 K) 日深更 返回时 带来一 

个惊人 的消息 ：英军 将于明 日攻城 。◎南 京 城内顿 时乱成 一片。 

伊 、牛 急命张 喜再去 交涉， 而张喜 "惟 恐往返 空谈， 不能 济事” ，便 

不 肯从命 ，坚 请另派 干员。 或许 张喜的 这一举 动使伊 、牛 完全顺 

服。 伊里 布交给 张喜两 份照会 £5 第 一份具 衔为： 

“钦 差大臣 头品顶 戴花翎 前阆部 堂署乍 浦都统 红带子 

伊。”
 

第二 份明确 承诺： 

“所 有烟价 、马 头及平 行各条 ，均 可酌商 定议， 写立合 

同' 

与此两 道照会 同时发 出的， 还有道 光帝允 其“便 宜行事 ”的上 
谕， 

队 伊里布 的头衔 来看， 钦差 大臣、 头品顶 戴井无 其事， 尽管 

耆 英后于 8 月 15 日 出奏而 道光帝 20 日批准 “暂戴 头品顶 戴”； 

他的 实职仍 是四品 顶戴署 理乍浦 副都统 ，他 却省去 了“副 ”字。 
可这 还算是 小事。 他发 给璞鼎 査的那 道上谕 ，是 从道光 帝两道 

谕令的 文字拼 凑的， 其中 一些意 思是上 谕中没 有的！  ® 

牛鉴也 派人送 去一份 照会， 内 称：“ 一切不 尽之言 ，均 由该委 

员而叙 。”又 据张 喜称， 他让人 “而叙 ”的， 是“许 给赎城 金三百 

万” 

这一夜 ，南 京城 内的官 员恐怕 都不能 入眠。 张喜 一行于 8 

月 11 日丑时 （1  一 3 时） 出城 ，寅时 D— 5 时) 到 达江面 ，匆 匆赶至 
璞 鼎査的 座舰。 看来伊 里布的 照会终 于符合 了英方 的要求 ，同 

意进行 谈判； 而 璞鼎査 给牛鉴 的照会 有如一 颗定心 丸：“ 赎城之 

说， 自可置 之不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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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釕 冋到 南京时 ，耆 英已岭 到达 根据与 英方的 约定， 8 月 

12 日， f? 英 、伊 里布派 张喜、 塔芬布 （耆 从盛朵 带 来的佐 领） 前往 

英 M 谈判。 耆 、伊的 照会称 ： 

“兹公 同派遣 娄员 敗士淳 （即张 喜）、 塔芬布 前来 /面为 

熟 商一切 ，不堆 @ 定， 所有本 大臣等 许话通 商之竞 ，张 士淳 

等必 能代 达也。 ”® 

由此， _ ，名并 非朝廷 命官“ 暂戴” 五品顶 规的家 仆， 充当了  - 个-人 
国在 .S 大車 件屮的 进行外 i! 谈判 的」 :式 代表！ 

璞鼎 杏见此 ，即命 其秘 书麻恭 少 校和中 交翻泽 马懦翰 为英 

方谈 判代表 ，根据 9 儒翰的 提议， W 太 气太热 （8 月 屮 旬火城 

南京 之炎 热可以 想见 ） ， 谈 判地点 于 当 H 中 午移至 卤 京 城外 下关 

- 带的静 海寺。 

张喜身 为谈 判代表 ，而在 卜 令打 a 寺院 、布 w: 场所、 派定迎 

候人员 、及时 向城内 大宪通 报情况 、甚 至召 集地保 通知居 民不必 

见 这些隆 鼻凹眼 的夷人 而惊慌 逃难诸 事务上 ，大 右麻利 、〒脆 之 

优扶 ，真 敁其家 仆本色 ，但待 到麻恭 、马 儒翰 等人到 静海寺 投帖、 

迎见 、坐定 ，结 朿一整 套礼仅 程式后 ， 他似 乎只成 了一名 听客。 

马儒翰 将议和 条件逐 条讲解 完毕， 恐张 喜记忆 不清， 便 雇开纸 

笔 ，详 细开载 ，并 十分具 体地叮 嘱张喜 ：一、 清方将 英方条 件再抄 

录一遍 ，若 有异议 将意见 写在清 方的抄 件上； 二 、第 二 天中 午继 
续 谈判， s 时 张喜须 带来钦 差大臣 对议和 条件的 意见和 道光帝 

“便宜 行事” 谕旨的 原件。 
马儒翰 开列的 英方条 件共有 八项， 内容包 括赔款 、割地 、五 

U 通商 、废 除行商 、平 行外交 等。# 这 些都 是张喜 闻所未 闻或知 

之不详 的政府 公务。 而在 张喜的 H 记中， 英方的 条件似 乎仅仅 

是赔款 3000 力元 （他大 约也只 能 肴惲这 一条） ， 于是 ，又 令 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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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的本 事，大 为杀价 ，使 之降为 2100 万元。 ❺可我 们在英 方记载 

中找不 到相应 的减价 900 万元 的情节 9 

谈判 结束后 ，张 喜回去 复命。 耆英请 其在后 庭设座 这一优 

礼使 之受宠 若惊。 他 详细冋 明谈判 惰况后 ，将英 方要求 “三大 

纸” 交给耆 、伊 、牛。 那知三 大宪看 都不看 ，转给 幕宾. 而 幕宾略 

观 数行, 便称 “窒碍 难行”  >  便束之 高阁。 
8 月 13 日 .耆英 等再派 张喜去 谈判， 但对英 方的要 求并无 

正式 的答复 & 张 喜索要 英方要 求“三 大纸'  以 便退还 英方， 哪知 
幕宾出 门拜客 未归。 空 着两手 的张喜 ，忐忑 不安地 前往静 海寺。 

与之同 行的， 不仅有 塔芬布 ，还 有牛鉴 、伊里 布派出 的五人 。这 

些末微 小吏平 时只是 在官厅 中传话 端荼， 此次 派往折 冲尊俎 t 为 

的是将 来上奏 时可以 保举。 

这一天 的谈判 情况可 想而知 ^ 尽管张 喜诡称 英方条 件由钦 

差大 臣们正 在“逐 条斟的 '圣旨 原 件送往 扬威将 军处， 但 英方大 
怒， 指责 清方无 心讲和 ，欲调 寿春镇 兵前来 开战。 在英方 的紧逼 

F， 张喜 露出了 原形： 

“ 我们往 来传话 ，有 话只管 说明， 我们亦 好回禀 钦差大 

臣- .
 

这 位清朝 的正式 代表， 肉 心中仍 自我认 同为“ 往来传 话”的 差弁。 
乂据 张喜的 日记， 马儒翰 与麻恭 商议后 ，在 谈判结 束时宣 布：- 

“ 候至天 明为度 ，天 明若无 回信， 即便开 炮。” ® 
这无 疑是最 后通牒 

张喜 将此决 裂情况 回禀耆 、伊 、牛 ，三大 宪惊骇 失色， 立即找 

来幕宾 ，检 出英方 的条件 ，央定 “一概 允准” ，仅对 付款期 限及款 
项付 清前英 军占领 舟山、 招宝山 、鼓 浪屿三 处表示 异议， 要求再 

议 。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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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就这么 简单。 原本 很复杂 的事情 ，一 晚上就 全结束 r。 

当天 晚上， 两江总 督衙署 内幕宾 们很是 忙碌了 一番。 子时 

(11—1 时〉， 张喜匆 匆出城 ，丑时 （1—3 时） 赶至 江口， 寅时 （3 — 

5) 来到 英舰。 所有这 一切都 是为了 赶在“ 天明” 之前。 英 方收到 
r 耆 、伊 、牛 出具的 同意英 方要求 的照会 ，收 到了道 光帝授 权耆、 

伊 “便宜 行事” 的圣旨 （天 晓得是 如何伪 造的） ，收 到了牛 鉴说明 
寿春镇 兵调动 是在议 和之前 的照会 ，收到 了牛鉴 撤回寿 春镇兵 

的命令 （标明 800 里 加急！ ） ，收到 了道 光帝命 牛鉴与 英为“ 妥办” 

的圣旨 此外 ，张 喜还带 来一个 n 信 ，钦 差大臣 另委大 员在静 

海 寺等候 “议事 
此后进 行的谈 判， 风平 浪静。 

S 月 14 日上午 ，原 吉林 副都统 、四等 侍卫咸 龄和署 江宁布 

政使 、江 苏按察 贵恩彤 ，与 英方代 表麻恭 、马 儒翰重 开谈判 。先 

前的 那位主 角张喜 此时只 是在一 旁伫立 ，未敢 发言。 @8 月 15 

日 ，谈 判继续 进行。 耆英等 人的照 会又让 一步， 不再提 付款期 

限， 只要求 英方在 五口开 放后退 还舟山 、招宝 山和鼓 浪屿。 @这 

一要求 并未被 接受。 盎格 鲁撤克 逊人不 这么看 问题。 既 然清方 

同 意赔款 ，未付 部分就 是债务 ，是 债务 就得有 抵押！ 不过 ，他们 

也 象征性 地让了 一步， 将 驻军三 处改为 两处. 去掉 了不宜 防守的 
镇海城 外的招 宝山。 

可是 ，与谈 判桌上 的平静 相反， 谈判场 外小有 风波。 8 月 15 

3, 英 方代表 送来璞 鼎查致 牛鉴的 照会， 开头 便称： 

“ 至云开 仗等语 ，恐系 口传 不明， 以致听 有错误 。”® ̂ 

这等 于说， 所 谓最后 通牒只 是张喜 的虚张 而已。 

我 们不知 道璞鼎 查究竟 是不明 实情还 是故意 说谎， 但可以 

肯定 ，张 喜是清 白的。 这一方 面是张 喜不懂 英语， 同行的 还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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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布等 6 人 ，根本 做不了 手脚。 另 一方面 参加谈 判的英 海军军 

官利洛 (GranniUe  G.  Loch) 在回 忆录中 亦称： 

“麻 恭少校 对本日 （13 日） 的 会见极 力不满 …… 遂愤而 
退出 ，临 行时说 ，如 果钦差 大臣不 能于明 日黎 明前将 全杈委 

任状 交予总 司令， 英方明 早就开 炮轰击 …… ”逸 ■ 

可是 ，耆 英等人 看到璞 鼎査的 照会如 同吞了 苍蝇。 作为 直接结 

果 ，伊里 布通知 张喜退 出谈判 ，而 未说明 原因。 直 到英军 退出长 

江 ，伊 里布解 释道， 耆 英让其 避让， 是因其 “面色 甚厉， 惟恐愤 
事'  张 喜当即 反驳， 称耆 英出于 妒嫉： 

“怕 喜成功 ，即是 怡中堂 （伊 里布） 成功； 中堂 成功， 岂不 
盖了耆 将军的 面子？ 

张 喜的反 应是直 接的。 他习惯 于将一 切与功 过名利 相联系 ，将 

奴才与 主子相 联系。 小人之 心， 小人 之言， 由此 可见其 可畏之 

处。 

张 喜由核 心退至 圈外， 谈 判本身 也进入 尾声， 我们可 列一时 

间表： 8 月 16 日 ，英 方据前 两天会 谈情况 ，拟 就条约 草案。 

17 曰 ，英方 将条约 草案交 予清方 

19 日 ，双 方再次 会谈。 咸龄， 黄恩彤 听取英 方对条 约的说 

明 ，表示 接受。 

20 曰， 耆英、 伊里布 、牛鉴 登上英 旗舰睾 华丽号 ，作 礼节性 

拜访。 

24 曰， 璞鼎耷 一行至 静海寺 ，作 礼节性 回拜。 

26 日 ，也 是最关 键一日 ，璞 鼎查等 人进入 南京城 ，至 上江县 
考栅 ，正式 交付条 约文本 ，即 双方 作最后 决定。 菁 英等人 虽有抱 

怨言辞 ，但表 示接受 条约。 在 场一英 军军官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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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 ，外 交家们 极 为重视 条约中 的字句 和语法 ，中 

国的 代表们 并不细 加审查 ，一览 即了。 很容易 看出来 ，他们 

焦虑的 只 是一个 问题， 我们赶 紧离开 ®  - 

为了使 英军赶 紧离开 ，耆 英还提 议立即 签字， m 英方拒 绝了。 他 

们 不想如 此匆忙 ，而要 举行一 个盛大 的仪式 来厌贺 他们的 胜利。 

这样 ，南 京方面 的一切 都已经 摆平， 问题 仅剩下 另一端 —— 
北京。 

耆 英到达 南京后 ，于 8 月 13 日、 14 日、 17  0  .  26 日 四次向 

道光帝 报告谈 判情况 而展读 这些 奏折， 与其说 是请旨 ，不若 

是婉 言传达 英方的 胁令。 8 月 22 日 ，道 光帝收 到耆英 17 曰的 

奏折 ，朱 批曰： 

“ 何至受 此逼迫 ，忿恨 难言！ 

8 月 31 日 ，道 光帝收 到耆英 26 日 的奏折 ，下 旨曰： 

“览 奏忿懑 之至！ 朕惟自 恨自愧 T 何至車 机一至 如此？ 

于 万无可 奈之处 ，一 切不能 不允所 请旨， 诚 以数百 万民命 

所关 ，其利 害且不 止江、 浙等省 ，故强 为遏制 ，各 条均 照议办 

理 

这- -条 谕旨于 9 月 7 日 才到达 南京。 但在此 之前， 8 月 29  口， 
南 京江面 的英舰 皋华丽 号上， 耆英、 伊里布 已在条 约上盖 用关防 

并亲 笔画押 T。 

条约签 订了。 

南京保 全了。 

英军退 出了。 

战争结 束了。 

这一 切使英 方大为 满意。 一英 军军官 在其回 忆录的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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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 写字母 写了一 句得意 的话： 

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 ^ 

“ 中国被 一女子 （指 女王） 征月 R  了”。 

注释 

①  <请 史列传 > 卷四八 ，本 传。 < 续碑传 集> 卷二 二，< 记汶上 刘公抚 

浙事: K 

②⑤ ⑬⑰⑬ 总©®®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 ，第 2 册 ，第 750 魟； 第 3 

册 ，第 18 至 19 页 ，第 520 页； 第 5 册 ，第 86 页 ，第 94 页 ，第 97 至 100 页， 

第 129 至 i30  第 250 至 251 页。 

③④ ⑦⑨ ⑪⑰⑮ ©© ㉘㉛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 朝， 第 2 册 ，第 582 

至 583 证 .第 592  593 页， 第 650 页 ，第 752 艮第 1()64 洱 ，第 1067 豇， 

第 1088  ■证； 第 3 册 ，第 1300 至 1301 页 ，第 1310 员 ，第 1392  .財 '第 1553 
页； 第 4 册 ，第 1684 页 ，第 183^  Jlo 

⑥ （中 画丛报 >第 10 卷 ，第 28 罕 19 页。 

⑧  < 林则 徐集） R 记 ，第 400 至 404 芨 c 关于此 期的刘 、林 交谊 ，还有 

邺记 彔： “林 少穆制 府以 叫品 W 衔来镇 ，与 玉坡屮 丞相度 形势， 安置炮 

位” （陆模 、朝议 公年谱 >)。 “中丞 …… 与林 少穆制 府共相 筹画' 制成新 

式炮乍 "磨 盘四 轮车” （龚 振麟：  < 铸炮 铁模图 说自序 X  < ■海国 图志〉 卷八 
六）， 

© 刘韵 坷此时 皆向 难民查 询前方 情况， 得知英 平寅称 1 蒙伊 里布以 

礼相待 ，又 以俘虏 易奸山 ，本不 敢再来 扰浙； 因 裕谦到 浙后耷 称必 剃火英 

军 ，对 英俘剥 皮柚筋 ，是以 前来报 K ■:, 刘韵珂 将此情 况入奏 ，试探 道光帝 

的态度 v 后 得旨知 琦善南 K  E 足明 言畚 称：“ 伏查 前任钦 差大臣 已革两 

江总督 伊甩布 ，老 成谨慎 ，镇 靜深沈 ，服官 数十年 ，淸 操奔 于屮外 …… 现在 

逆夷 乂在定 、镇 等处 ，砟中 M 好官惟 伊饮差 -- 人 ，并称 张喜为 张忠爷 ，称其 

现在 ■何处 ，言 此人实 系奸人 ，如 伊钦差 、张老 爷在浙 * 伊等断 不前 袪等语 

…… 今 ffi 浙徉芾 人之阮 ，琦苦 拟罪较 mt 尚榮恩 冇， 该革 员情罪 尚轻， ntL 463 



到城 数月， 可否亦 赐矜释 ，饬 令带同 张喜来 浙效力 赎罪” （〈筹 办夷务 始末) 
道光朝 ，第 3册，第 1355 至 1357 页）。 由 此看来 ，刘韵 珂的情 报是错 误的, 

而分 析更是 大谬。 他 将璞鼎 査奉英 国政府 之命， 扩大 战争， 当作报 复裕谦 

而来。 而他企 图用伊 里布的 “德惠 '去阻 滞英军 的攻势 ，更是 异想夭 开。 

⑭ “ 十可虑 奏折见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5 册 ，第 88 至 92 页 。以 

下引用 该折处 ， 不再 注明。 

⑯ @@©©®®0  (林 则徐 书简〉 增订本 ，第 177 贤 t 第 180 至 186 

页 ，第 193 页。 

®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仍研究 > 资料篇 ，第 135 至 137 页 ，第 142 

至 144 页。 案 ，英 军第一 次占领 定海时 ，亦发 布“安 民告示 '但该 告示发 
布较晚 ，为 1840 年 10 月 9 日 ，即 懿律从 天律南 T 之后 ，而定 海民众 亦已擒 

获 安突德 （同 上书 ，第 26 至 27 页）。 此外 ，定海 民众亦 不了解 英军的 情況， 

以为遇 上了诸 如街史 上的倭 寇之类 的匪徒 ，纷纷 逃难。 在 英军第 一次占 

领 定海的 后期， 不 少难民 亦返回 家园。 

㉑  <道 光朝留 中密奏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468 至 469 页。 

@ ㉔® ©  (李 星沅口 记） 上册 ，第 363 至 365 页 ，第 371 页 ，第 385 

页 ，第 423 页。 

®  在清朝 利用民 众力量 的具体 方式上 ，有 三点似 值得注 意：一 、依 

靠他们 在乡村 统治的 基础^ ^ 绅来组 织团练 、义勇 一类的 武装， 力图将 

民众收 缩到他 们所能 控制的 范_ 之内， 而不使 之莬延 壮大； .、官 府招募 

的“勇 '主 要是无 业游民 或平日 认为斗 殴的猛 、极不 可靠的 人群， 以防被 
英军勾 去， 转 为敌用 ，且 对这批 人的使 用主要 靠赏格 、雇值 所激劝 ， 并无思 

想的 发动。 三 、他 们对那 些组织 起来的 民众， 并不是 放手进 行骚扰 、破坏 

英 军统治 区域的 战法， 而 是尽力 组织他 们 参加官 方组织 的战斗 ，作 为清军 

力貴的 补充， 这就用 其短而 避其长 。就 t 述问 题而言 ，原因 很多， 但最根 

本 的要害 ，是 对任何 有组织 的民众 力量的 恐惧。 我曾在 第二章 第四节 、第 

四章 第三节 、第 五章第 五节曾 对其原 因进行 过分析 ， 此处不 再赘述 。 

㉗ （入 寇志 >,( 鸦片战 争>第 3 册 ，第 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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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鸦片战 争中清 政府所 花战费 ，主要 有以下 三种说 法：一 、魏 

菔在 < 道光洋 艘征抚 id> 中称为 7000 万两； 二 、（清 史槁 * 食货六 > 中称 】600 

余 万两； 三、 陈庆镛 在道光 二十三 年四月 初四日 上奏称 ：“此 次各海 疆动拨 

银两拫 部者， 已 不下二 千万两 ，现在 截销， 尚有陆 续补报 等项， （（ 籀经堂 

集>卷 一〉。 陈庆* 曾任户 部主事 、员 外郎， 奏时任 江南道 御史， 其说自 

有材料 来源。 但他所 说的只 是“动 拨银两 '即 由户 部大库 支出及 经过户 
部指今 由各省 藩厍中 支出的 银两， 而非实 际开支 数字。 就报 销情况 来看， 

大多 数省份 应晚于 道光二 十三年 四月， 陈庆* 也无从 了解实 际报销 情况，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475 至 477 页。 浙 江巡抚 梁宝常 

奏称： -、 浙江共 收拨银 7682821 两 ，支出 748052 i 两 ，其数 字与拨 银大体 

吻合； 二、“ 尚有官 绅士民 捐办乡 勇粮米 ，雇 船出洋 助战， 并各口 沉船钉 桩， 
及 定海火 攻船只 ，制办 兵勇衣 帽枪刀 ，收 缴器 械价值 ，并 奏准赏 兵棉衣 ，封 

禁 卤船 口粮， 一切 例销未 经请项 之款， 均划出 另外分 别办理 '即捐 纳银两 

未 入拫销 之数。 

㉛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587 至 591 页。 其中军 费来源 

为：一 、部 库及各 省拨款 ， 共计 225 万两； 二 、本 省藩库 、关库 、盐库 及没收 

银两， 共计约 172 万两； 三、 官绅商 人捐款 ，共计 202 万两 ，可 见其捐 纳银两 

已 占其军 费开支 的三分 之一。 

@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7 册 ，第 414 至 418 页。 耆英 奏称： ”未便 

概行 列入正 开销， 现于动 用捐输 案内另 行奏报 。”也 就是说 t 捐纳银 两的开 
支情况 不在此 1302400 两 的数宇 之内。 

®  湖广 总督裕 泰奏， 道光二 十四年 八月二 十四日 （〈军 机处 录副奏 

折>  ) t 其中 借支行 装银约 5 万两, 其余 27 万余两 T 将从 "各官 养廉公 捐兵差 

津貼 ”中分 16 年 扣还。 

㉞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385 页。 其 中“应 付兵差 ”用款 

19.  9 万两 ，“防 堵" 用银 2,4 万两 ，另钱 11 万串 ，全部 由捐输 经费项 T 支 

% 四 川总督 宝兴奏 ，道 光二十 六年五 月十七 H  (< 军机处 录副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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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其中 出师广 东官兵 例支俸 赏行装 及各州 县的夫 粮 93 万两 ，撒 

0 兵弁 文付夫 粮 1  1 万两： 出师浙 江用银 37 万两 ，撤 回用银 5893 

两； 出师 江 宁用银 1.8 万两。 

@ 陕西 巡抚扬 以增奏 ，道光 二十七 年十二 」 十八日 （<  朱批奏 

折 中例入 正开销 B3191 两， 不 入开销 ： U600 两(、 不入 开销者 由本省 

分摊分 4 年归 补。 

㉜ 署 理广西 巡抚布 政使孔 继尹奏 ，道光 二十七 年正月 四日 

(《军 机处录 副奏折 >) 其中例 入正开 销者为 3249fl 两。 

@ 我 y 前已经 查到的 材料有 ，一 、浙 江省 ：道光 二十一 年卜月 初七 

口  h 谕称： “刘韵 珂#, 商入情 殷报效 一折。 浙江四 所商人 金裕新 等以该 

省调 兵防剿 逆夷， 军饷要 呈请捐 输银- 百： 卜 ■  7』 两， 着赏收 ■■… ” （〈道 

光鸦片 战争案 汇存》 抄本， 近代 史所截 ，第 3 册。 此琪乂 见 该抄本 第 4 册刘 

韵 珂奏； 道光二 十：： 年二； 1 刘韵 坷奏， 《筹 办夷务 姶末） 第 4 册， 第 1675 

沉 h 道光 ：十二 年正月 卜 一日 ，扬威 将军奕 经穷： 浙江忒 用道黄 立诚等 

井捐银 196 力两 ，钱 1 万串 （《军 机处录 副奏折 >)。 道光二 卜二年 f 月二 

十三口 ，奕 经等# :冯镜 等捐银 U93 万两 .钱 8.7 万串 （《军 机处彔 副奏 

折  >)。 道光二 十年三 爿十叫 口户部 尚书恩 诖等奏 ：慈谿 U 单员叶 广 捐钱 3 

万串 （《军 机处录 副奏折 ））。 道光、 | •二 年八月 二 f  n, 刘韵 珂奏 ：楫城 - - 

带练勇 、助 賑井 得捐钱 114 万串 （（朱 批奏折 >)。 另奕 给奏， 叶仁 等续捐 

钱 9S860 串 ，银 19500两<< 军机处 录副奏 祈）， 原件无 H 期）。 道光 二卜四 

年 f 二； 1 初二 浙江 巡抚梁 S 常奏 ：官绅 管贿棻 等捐钱 2L3 万串 （<  军 

机处录 副奏折 >)， 以上 浙江省 共捐银 131,84 灯两 ，钱 55-2 万串。 :、 江 苏 

酋: 道光二 十尔十 刀初六 PL 署两 江 总督裕 谦等奏 ，淮南 商人包 fc 新等捐 

银 50 万两 （《朱 批奏折 >)。 裕谦 乂奏： 淮票贩 上 益太 等捐银 30 万两 （G 直光 

鸭 片战 争案汇 存>第2 册） 9 逍光 二十 ：年八 ；！ 十六口 两江 总督卞 鉴奋 

称： 扬州商 入捐银 lfl(J 万两 ，其屮 50 万两留 备扬州 防堵， 50 万两解 赴酋城 

(<宋批奏折>)。 逍光二 十二年 十二门 卜 AU， 两 ；[: 总竹 荇蛑奋 称：兑 榨达 

设桢 义夺 袒银 46300两，钱2幻674 串 （《朱 批畚折 ））(， 道光 ： h. 二屮正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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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 ，普英 奏称 :“ 尚复劝 谕该商 （淮南 盐商） 等筹 捐现银 一百万 两报效 

军需 ，上年 十二刀 内完银 六十余 万两， 本年正 、二月 间即当 全数交 库_’ （{军 

机处眾 剐奏折 >)。 道光二 十三牟 -1 月 十：日 ，耆英 奏称， 蔡世松 等捐银 仙 

万两 （《朱 批奏折 >  )。 道 光二十 - ::年 -5 -月 枋一日 ，耆 英 奏称， 颜怀录 等捐银 

1.1 万两 ，钱 1 厅串 （（军 机处录 剐奏折 >)。 道光二 十二年 九月初 f  两 

江 总督璧 昌等奏 ，莫 载指炮 50 尊 ，用钱 13】00 串 （（ 朱批 奏折 >)。 以 上江苏 

省 共捐银 344.73 万两 ，钱 3(h67 万串。 值得汴 意的 是：盐 商捐银 为获 得盐 

票； 大多 数捐纳 银两， 用于支 付赔款 而不是 战争。 

©  详见第 五章第 二节。 

®  山尔巡 抚托浑 甘 奏称： 道光二 十一年 “IK 月 、五月 间， 两次 奏蒙圣 

恩 ，于 司库正 :项内 ，先启 是 借十八 7」 两 ，核实 支发' “今防 兵重调 T 未撤之 

兵酌留 '“请 T 库现 畎： ： 项内， 抒行 借动银 f 五万两 …… ”（< 道光 鸦片战 

争案汇 存>第3 册）。 道 t 帝于 二十 一年八 J1  十八 日批准 （同 上）。 道光 

二十二 年叫月 I- 五 H,  t 光帝 批准托 浑布在 司库观 贮 正项内 再提银 15 

万 ，以 备女放 （<  u 此 后山东 拨款数 额未见 材料。 

m  直 隶总督 讷£ 经额 于道光 二十- 年十月 奏：" - 切应支 银两， h 
上年七 月起截 至木年 月 止 ，共 用银九 f 八万七 f 余两。 除本年 二月间 

奏 蒙抜银 五十万 两外， ^于 司库内 ”动拨 或垫用 ，请 求拨银 50 万两 （< 道光 

鸦片战 争案汇 存>第 4  W). 道 光帝于 _： 十一 年十一 月十九 日批准 （问 

K). 道光 ■^十 二年八 I ， 讷尔 经额奏 ：1 ‘臣 于五 月间 ，因 直隶军 需紧要 >奏 
请拨银 二十万 两 ，仰蒙 纟恩 添拨银 二十万 两， 共拨银 五 十万 两来直 '扑再 

次请 求拨银 30 万两 （<. 〖片 战争挡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238 至 239 页） 。道 

光帝于 九月初 六口批 《  (同 上书 ，第 283 页）。 

© 道光二 十一今 八月 ，盛 京将军 W 英奏 ：“ 奴才伏 査奉天 军需， 自上 

年七 月以来 …… 陆续 3 用银两 ，将 及十万 两之多 …… ”（（ 筹办夷 务始末 > 

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1?  _ 页）。 此后 未见有 关军费 数字。 

⑬ 北方各 省因？ 如广州 有行商 、扬州 有盐商 ，捐 输数量 较少。 我所 

见档案 材料存 ，一 、山] : 楫：道 光二十 二年九 月初三 山东 巡抚麟 魁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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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持衡 等捐银 40200 两 ，捐钱 1254W 串 （（朱 批奏折 >)。 道 光二十 三年八 

月初五 山东 巡抚梁 宝常奏 ，黄县 官绅自 道光二 卜-年 以后先 后捐银 

32478 两 （〈朱 批奏折 二 、直隶 ：道光 二十年 卜 ：月 二 十三日 ，长 芦盐政 

德顺 奏称， 为天津 海口改 筑炮台 ，盐政 倡捐银 四千两 ，运司 三千两 ，天津 

道 二干两 ，盐商 五万两 ，海 船户 五万两 ，典商 六千两 ，绅士 四千两 T 共捐十 

二 万两” （{朱 批奏折 >)。 道光二 十一年 十一月 十五日 ，内 阁奉 上谕： “德顺 

奏 …… 长芦通 纲京外 商人査 庆余等 ，以 天津 海口防 兵驻集 .M 请捐 输银四 

十万两 ，以 备要需 ，著即 赏收” （〈剿 捕档 >1 以上 共计银 592678 两 ，钱， 
1 25400 串。 

⑭ 对英 国在鸦 片战争 中支付 的军费 ，我尚 未进行 研究。 但据 〈英国 

议会文 件> ，英国 政府 1S43 年 5 月 日对下 院质询 开出了 一份夬 于对华 

战 争支出 的帐单 ：（ 见 下页） 

根据 该材料 所提供 的兑率 ， 1 元等于 4 先令 4 便士 ，鸦片 战争清 方的总 醅歙为 

2100 万 元， 等于 5, 1%1 , 504 镑 （（英 国议会 文件》 中国 ，第 27 卷 ，第 23 页）。 然而 ，在 

鸦片战 争賠款 中战费 名下仅 1200 万元 ，即 3.307,  144 镑. 与支出 相比. 相差 908, 269 

镑 6 但是 ，从 该表可 以看出 ，在 东印度 公司名 下， 尚 有高达 109 万镑的 1842 年至 

1S43 年估计 军费， 而到 1842 年 9 月， 战 争已经 结束。 +管 怎 么说， 清 政府战 后支出 

的总 賠款是 2100 万元。 尽 管其中 600 万 元是鸦 片赔款 ， 300 万元 是行商 欠款， 但到 

了  1843 年 5 月 U 日 .英 菌 政府 的文 件中并 无支付 给商人 的记录 ，反 而在他 们的收 

支表中 列上了  157.  2 万 英镑的 "盈余 "（surplus)。 

⑮ 此中 的偉银 与收入 总数概 念不同 ，据 { 中枢政 考> ，绿 营官 员的年 

俸为 ：提督 81 两 ，总兵 67 两 ，副将 53 两 ，参将 39 两， 游击 39 两 ，都司 27 

两 ，守备 18 两 ，千总 14 两 ，把总 12 两 ，也 就是说 ，俸 赏银自 24 至 162 两不 

等 ，绿营 马兵僳 赏银为 10 两 ，战兵 守兵为 6 两^ 另， 八旗出 征官员 的俸赏 

银又远 远高于 绿营， 然因 鸦片战 争中， 八旗 兵调动 较少， 不再详 录其标 准^ 

© 据 〈钦 定户 部军需 则例〉 ，借支 行装银 的具体 标准为 ：提督 500 

两， 总兵 400 两， 副将 300 两， 参将 250 两 ，游击 200 两 ，都司 150 两 ，守备 

100 两， 千把总 50 两 ，马吳 10 两， 战守兵 6 两。 在 当时高 利贷盛 行的社 

会， 这笔无 息贷款 对官兵 颇有诱 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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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a 507 

东印 度公司 

由宗主 国政府 乞 付的实 际远征 

军费用 

至 1841 年 4 月 30 日 

至 1842 年 4 月 3(] 曰 

山东印 度公司 T  1842 年 4 月 5  FT 

前支 付而尚 末收到 付敖的 1S42 年至 

1843 年远征 费用估 叶 

东印 度公司 支付的 国内远 征军费 

m 

香港 t. 事 ，据义 律上校 的帐单 

新南 威尔士 

军 裔部门 摁供的 朴给品 

753, 184 

1,071,909 313,  725 

1,096,416 

28,541 

16,000 

女 王陛下 政府支 付的国 内远征 

装 配舰船  180,959 

工资  441,440 

雇 佣船只 及运费  224,700 

海军物 资和煤  ^  90,853 i 

给养  33S.332 

、医药  9,706 

营 房修理 

物资 

付绐 官兵的 T 资 

补 贴伙食 

…… 1,286,040^ 

3,  518 

19, 368 

7,614 

500 

31,000 

总计 ,215,413 镑 



⑰ 盐菜 银标准 为：提 督每月 12 两 ，总兵 9 两 ，副将 7了2 两 ，参将 、游 

占 4. 2 两 ，都司 3 两 ，守备 2, 4 两 ，千总 2 两 ，把总 1.5 两 ， 兵 TO.  9 两 。另 

外, 军官的 跟役每 H 给 口 粮八 合菜 ，但不 支盐菜 银3 绿营军 宫的踉 役名额 

为提督 24 名 ，逐 级降至 把总为 2 名。 兵丁每 十 名 给踉役 H 名 ，兵 丁踉役 LJ 

粮亦 为八合 三勺， 但每月 支 盐菜锒 0.5 两。 

© 渐江巡 抚梁宝 常奏， 道光二 十四年 十二月 初二 日 （〈朱 批奏折 

m 署理广 h 巡抚布 政使孔 继庚奏 ，道 光二 十七年 正月二 十四日 
((军 机处录 副奏折 >)。 值得注 意的是 ，这 里提 到的过 境费用 ，是超 标准而 

不 能例入 报销的 部分。 广 西共支 出军费 9 力余 两， ft 中例入 报销者 -3. 2 万 

余两。 孔 继庚解 释理由 为“应 付官兵 U 粮夫 船脚 价内有 H 例价 +敷 ，实用 

不能 实销'  因此 ，实 际支出 应大于 此数。 为此 ， 我们 还可再 举一例 。盛 

京将军 庆祺 等于咸 丰六年 十一月 二十 六日 奏称: 盛京过 境吉林 、黑 龙江官 

兵 、余丁 “Jt  一干八 百-: 十员名 ，所 需车 价银二 万三千 二百三 十七两 五钱， 

骑马 草粮银 三百两 ，尖宿 饭食银 三千三 百七十 六两三 钱一分 九厘” （〈朱 批 

奏折 >>。 总计 需银达 2. 69 万两。 当然 ，八 旗官兵 的费用 一般比 绿营为 

高。 
您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7 册 ，第 476 页^ 此数为 官府付 资的雇 

勇， 而官府 不出资 的团练 ，当时 号杯有 9  7认。 

㉛ 例如 ，张 集馨称 ：漳州 文武员 弁制造 大小炮 数十尊 ，安放 城上* 

余# 城外居 民铺户 ，聚 居鱗次 ，即 有瞀而 炮难施 ，排 列多尊 ，饰 观而已 。又 

造炸弹 、铁 蒺藜 等物， 尤 属无用 …… 文武各 员多事 张皇， 以 为报销 地耳％ 

又 称：“ 淖浦海 距 县城九 十余里 ，设乡 勇九十 人， 殊觉 无谓， （（道 咸宦海 
兄 闻录〉 ，第 6t 页 ，第 65 页） 至于贪 污事项 ，我 在第 五章第 ： 节和第 五节， 

分别 谈到了 顔伯焘 和鄂云 ，这 里不再 举例。 

© 当时 户部指 拨各款 的名目 为： 浙江秋 拨应报 盐课银 S 万两， 春拨 

留协 漕项白 粮等银 7 万两 ，封 贮银 5 万两； 江 西秋拨 应报地 J 锒 15 万两， 

封贮银 5 万两； 安徽秋 拨应报 地丁银 15 万两 t 封贮银 10 万两； 苏州 秋拨应 

报 地丁银 15 万两； 两淮秋 拨应报 盐课银 50 万两， 收 还无本 帑本银 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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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山 东秋拨 应报地 T 银 20 万两， 封贮银 d 万两； 山西秋 拨应报 地丁银 

40 万两 ，封 r 银 15 乃两； 山 西盐课 秋拨应 报河工 经费银 6 万两； 北新 关约 

征税银 5 万两； 九 江关约 征税银 15 万两； 芜 湖关约 征税银 8 万两； 浒墅关 

约 征税银 10 万两； 淮 安关约 征税银 5 万两； 扬 州关征 存税银 6 万两。 从以 

指 拨:款 项来看 ，没有 从户部 存银中 拨出者 ，从 各省 封贮银 中拨出 者只有 51 

万 ，绝 大多数 是当年 应征、 约征的 款项， 可 见清政 府財政 已是捉 襟见时 （户 

部奏， 《军 机处录 副奏折 该件无 期， 后北 新关监 督奏称 二十一 年八月 

卄三日 收到部 文）。  . 

© 署户部 尚书恩 佳等奏 ，道光 二丨  年 十月 初六日 （< 军机处 录副奏 

折〉）。 其标准 为：民 人捐银 200 两以上 ，给 予九品 顶戴； 300 两以上 ，给予 

八品 顶带； 400 两以 匕给 尸 盐知事 职衔； S00 两以 h, 给 P 县丞职 衔； 1200 

两以上 ，给 予州判 职衔； 1600 两以上 ，给 予按经 职衔； 2000 两以上 ，给 予布 

经 职衔； 2,  4 ⑻ 两以 t, 给 予通判 职衔； 3,  200 两以上 ，给予 盐提举 职衔； L 

() ⑻两以 1:,给1^ 同知职 衔；  6,0f)0 两以 卜_, 给予运 H 职衔； 8,  000 两以 U， 

给了 ，知府 职衔； 12,  000 两以上 ，给 ？^道员职衔，20,000 两 以伙给 f 盐提 

使职 衔。 此外还 有京衔 捐例、 候选人 0 尽先补 用 等规定 ，因 该文件 太长， 

而不细 录。 

@ 道光— 十一勺 _--月，户 部片： “再查 上年八 月起至 本年 十-刀 

J [: ，据海 辑卉哲 清军® 银 •千二 百= -:十 A 万五 干余两 ，东 、南 两河诒 I 需 

银七厅 十万 七干 余阿 ，江苏 、安® 、湖 北请灾 _银 -阡 五十 九万 八千余 

两， 片银 .. ： r- 一百 七 万佘两 …… 戍清敕 下该督 抚等妥 为筇划 ，力 求撙节 T 

坪伤 承办 各虱 ，毋许 丝毫 浮滥 ，总不 得以朝 廷不惜 帑金， 动辄援 案卢请 ，漫 

龙限制 …… -( 《军 机处眾 副奏折 > ) 。 

㉟ 逍光二 h  --1M， 一月二 七 湖南巡 抚吴其 浓奏郎 ：“嗣 准户 

部送 k 稿内称 ，海 疆经费 ，现计 各省先 活奏报 捐输， 片银 九钉八 ！m 

制饯 九十余 万串” （{朱 枇奏折 >)。 可 见捐输 银钱之 戸、 1 然 ，这些 银钱 

(杧苡 迠内地 锊份） 并没有 完令用 r- 战争， 在江苏 ，相 当大 部分用 t ■支 〖寸赔 ■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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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集馨 ：（ 道咸宦 海见闻 录> ，第 6t> 页 P 

©  张集馨 ：（ 道咸 宦海见 闻录） ，第 60 页。 又， 璞鼎查 、巴加 、郭 富在 

驻兵 鼓浪屿 ，率 k 力 北上时 ，曾 发布“ 晓渝' 称：“ 照得本 水陆军 士北上 ，而 
派兵 据守鼓 浪屿。 但此 去后， 内 地奸徒 ，如胆 敢生事 ， 害 我防兵 、则 本公使 

大臣 、水 路提督 、陆 路提督 M 来时 ，最 必报仇 ，（佐 佐木 正哉：  <杓 片战争 O 

研究〉 资料篇 ，第 134 至 135 页） 是以怡 良有“ 为浙受 祸”一 语^ 

© 耆英自 1840 年 8 月英 舰出现 于奉天 洋面后 ， 一直部 署防务 ，准备 

交战 （见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2 册 ，第 325 至 328 页 ，第 339 至 341 页; 

第 3 册 ，第 13 至 14 页）。 英 军攻占 M 门后 ，道光 帝下令 齐省严 防海口 ，他 

挑 选甲圬 1000 名 备调， 匕奏 査英 夷逆匪 胆 敢放 肆行鸱 张蔓延 滋扰， 

实 为天地 不容， 凡属 臣民， 莫不普 裂发指 ，今 若不谋 定后动 ，刻 奏肤功 ，恐 

逆 焰愈炽 ，尤难 擒制。 奴才愚 昧之见 ，惟 有整 顿天兵 ，筹拨 军饷， 先剿后 

和 ，是 为切要 ，并声 称“人 人思奋 ， 志切问 仇， 忠 义相莴 ，争先 奋勉， 是奉天 

海 陆各防 洵堪仰 慰圣怀 "（同 上书 ，第 4 册 ，第 104 至 105 页） D 
©  牛鉴于 1841 年 10 月 新任 两江 总督， 査阅 吴淞、 扶江各 处防务 ，认 

为“断 不致有 他虞” ，投江 “水陆 复巡， 实已星 罗棋布 ，声 势联络 ，气象 雄壮， 

悉臻严 密'“ 该逆船 断不敢 飞越数 百里重 兵防守 之地， 冒险 人江， 阻我漕 

运” （<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477 页 ，第 1575 页 .第 1623 

觅）。 直到吴 淞开战 的前夕 ，他 在奏折 中仍慷 慨地表 示“戮 力同心 ，激励 

将士， 有进 无退” （同 上书， 第 4 册 ，第 1913 页）！ 
©  就 具体官 员而论 ，琦善 、伊 里布、 W 英等满 族亲贵 受儒家 文化影 

响较小 ，因而 转向时 动作较 快，其 他官员 受“夷 夏之辨 "影响 较探， 转变时 
格外 困难。 

©⑪  < 林则 徐奏稿 •公牍 •日 记补编 > ，第 100 页。 

© 林 则徐后 来谈到 ：“侧 闻议军 务者， 皆曰 不可攻 其所长 ，故不 与水 

战， 而专于 陆守。 此说在 前一二 年犹可 ，今岸 兵之溃 ，更甚 f 水， 又 安所得 

其短而 攻之？ ”林 并对英 军的火 炮性能 和射* 技术作 r 卜 分 深刻的 分析， 
诈 沦 陆战之 小吋胜 ，我们 可清晰 地看出 他认沢 的深化 （< 林则徐 15简>  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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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第 193 页; U 

0 林则徐 所提到 的< 炮书 >, 即明代 焦勖据 传教士 汤若望 （Joam^ 

Adam  Sehall  Nonbel】） 口 述 而撰的 《火 攻契 要）， 已有 200 年的 历史， 并非先 

进。 林称其 “人耍 ” 为 "腹厚 I.] 宽 ，火门 正而紧 ，铁液 纯而洁 ，铸 成之后 ，膛 

内仃 磨如镜 ，则 放出快 而不炸 ”（< 林则 徐书简 > 增汀本 ，第 t91 页）。 这对 
与时 X 匠不 阱究 工艺而 粗制滥 选， 还足有 意义的 。 

⑰ ®  张喜 ：< 抚夷日 〖己 >,( 鸦片战 争>第5 册 ，第 354 免 355 豇。 

㉘ 以上四 道上谕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5 册 ，第 12»至 122 页。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5 册 ，第 246 页收录 钦差大 臣耆英 奏报抵 

抗 H 斯折 称： “于二 月初二 H 跪聆 圣训 ，后 于初五 H  M 伊里布 、咸龄 及随带 

之佐 领等由 京起行 …… ”此 中的“ 二月” ，当 为二月 之误。 二 月初二 日为公 

历 3 月 13  H， 耆英此 时尚未 到京。 此据 张喜： < 抚夷 日记〉 改。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222 页。 其 中“克 食米尔 '当为 

“克 什米尔 孟咖蜊 '当 为“ 孟咖拉 '大 S 宋为 西班牙 ， 小吕 宋为 西班牙 
的殖 民地菲 律宾* 双周国 为旗上 画有双 鹰的奥 地利。 

©  此后 ，道 光帝又 令台湾 道达洪 阿向英 俘讯问 ：“究 竞该国 （英 国） 
地 方同围 几许？ 所厲 国共有 若干？ 其最为 强大+ 受该国 统治者 共有若 

T-? 又 暎咭峒 至回疆 各部有 无旱路 可通？ 平 素有无 往来？ 俄罗斯 是否接 

壤？ 有无 贸易相 通？” K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264 页 > 可见 道光帝 
对地理 问题的 关注。 

© 耆英 到浙后 ，曾 向奕经 传达面 谕：“ 务当复 振军容 ，激 励将士 ，凡 

应行防 堵处， ? 孟应设 法严守 ，遇有 可乘之 机， 尼宜痛 加攻剿 …… ”奕 经即请 

旨 让耆英 会同办 理军务 ，道光 帝宋批 ：“断 断不可 '称 “耆英 原因另 有委用 

之处 ，果 否施行 ，俟 朕隨时 裁夺， 无 非备其 ，端 而已。 如能 勿用， 朕所深 

愿， 止须卿 成功后 ，不待 辨而俱 明晰矣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251 至 252 页） 由此可 见道光 帝的分 工安排 。 而其欲 行之“ 抚”计 ，此 时仍 

瞒 着奕经 ，就像 让天津 的穆彰 K 瞒 着讷尔 经额- -样。 而奕 经得知 的信息 

足 ，道 光帝决 计“剿 '很可 能 也是他 慌报军 怙以显 示其 振怍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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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5 册 ，第 306 至 307 页。 道 光帝还 在谕旨 

中批评 耆英的 “羁縻 ”行动 ，办理 殊未得 宜”。 

@®®  马士 ：（ 中华帝 国对外 关系史 >第 1 卷， 屮译本 ，第 331 页 ，第 
744 页。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2 册， 第 199 罕 200 页 ，第 215 豇, 第 227 

©  其中 乍浦八 旗驻防 1841 名 .乍 浦绿营 及本省 调防兵 1800 余名， 

陕 廿援兵 1000 名，本 地雇勇 700 名 ，山 东雇勇 1500 名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249 至 1253 奴； 第 4 册 ，第 1655 瓯 ，第 i818 页 ，第 1821 

®  其中英 舰为皋 华丽号 (Cornwallis， 炮 72)、 布 朗底号 （炮 42)、 摩底 

上底号 （炮 16)、 哥伦 拜恩号 (炮 16)、 阿 勒琴号 〈炮 10) 、司 塔林号 （炮 6)、 伯 

劳弗 ？ ■(炮 6); 轮船为 皇沿号 、复 仇袢号 、西 索斯梯 斯号、 弗莱吉 森分。 
©  据 1842 年 2 月 出版的 〈中 M 丛报》 ，称适 年 1 月英 军在浙 江共有 

军舰 9 艘， 除克 甩欧孕 （CUo, 炮 16 『丨）、海呵新号（炮 18)、 培 M 康号 

(Pelican ，炮 18 门） 外， 全部 集结， 此夕卜 ，述 有从厘 f 丨汗 来的 司 塔 林号。 该内 

TjW, 是年在 华英陆 军共约 5, om> 名， 如除 去香港 、鼓 浪屿 的 驻军， 应认为 

浙江 的英陆 军人部 已集结 （<中 国丛报  >第 11 卷 ，第 114 至 119 页）。 

电塞隆 《对华 战争记 >， 第 272 辛 :  273 豇。 

®  有关乍 浦之战 的经过 ， 可# 见下列 资料： g 英 、奕妗 等人的 驽折， 

鸦 片战争 IS 案史料 >第 5 册， 第272 罕 279 虹， 第 2S1 芏 283 页 ，第： H2 

至 314  I 第 322 辛 :  323 货， 第 387 至 3S9 页；  <犀 烛留 观记率 _T 乍川难 

略 '(鸦 片战争 >第 3 册 ，第 267 罕 .  268  ; 夏燮：  < 中丙 纪萝 >, 第 罕 : 107 

也第 322 节 326 页：郛 官致史 坦利伯 爵 （ Lord  Suinky ) 的报告 T  1842 年 5 

；j  20  hf  T 乍浦， ■(中 fUM 报) ■第 〗2 卷 ，策 248 辛 :  252 说； 们 纳德： <复{ 九神弓 _ 

航行 作战 1^>笫2 卷 ，第 3L3 个:  335 虹； 奥塞 降妃： ■(对 华战争 ki>， 弟 268 孕: 

231 飪； 樗瑞 ：（ 在华战 役记 >, 第 136  ii  151  [K; 宾汉：  < 苋 军在华 作战记 K 

《利 战7『_? 第 5 册 ，第 29()  乂挝战 ;rr;々/j_ 荽报 ，乍浦 之战时 ，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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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旗 营共阵 亡官兵 273 名 ，殉难 7 名 ，因 伤身故 6 名 ，失踪 1 名； 另 有男妇 

予 女殉难 55 名 （< 鸦片 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6 册 ，第 236 至 237 页） 。 

@ 具体 时间为 ：伊早 ，布， 1840 年 7 至 8 月 ， 1841 年 2 至 5 月； 裕谦 

1840 年 8 月至 1841 年 2 月 ，1841 年 5 至 8 月 ； 梁章钜 1 1841 年 8 至 10 月， 

牛鉴 1841 年 11 月至 1842 年 6 月。 也就 是说， 两江总 督去浙 江后， 江苏巡 

抚接管 其事。 当然， 各军政 长官也 有短暂 的离开 ，其 主要时 间仍是 驻在宝 

山 或上海 一带。 

© 详 见拙文 <1842 年吴淞 之战新 探》， （历 史档案 >1990 年第 3 期 ， 

®  当 时吴淞 地区共 有火炮 250 余位 （不含 小型火 炮）， 其 中铜炮 43 

位。 在上 海铸成 的铜炮 ，也有 安设于 宝山至 上海黄 浦江各 处炮台 t 并未完 

全用于 吴淞。 而当 时牛鉴 等采用 明代戚 继光遗 法制成 的虎蹲 炮之类 .不 

在统 计数字 之内。 

© 按 照牛鉴 的奏折 ，清军 的作战 顼案是 ：一、 若英军 舰船闯 入吴淞 

口内 ，吴 淞东西 两岸土 壙清军 "貼 伏于土 牛之后 ，接应 之兵遥 伏数里 之外。 
彼若用 炮乱轰 ，我 只寂然 不动。 彼 之炮子 断不能 及我所 伏之兵 ，俟 其炮火 

将竭 *大 船临近 ，度 我炮力 可及， 审准照 星准头 ，众炮 环发， 贼必 不及' 

二 、英 军若以 舰船掩 护其步 兵登陆 ，此时 守塘之 兵与接 应之兵 ，尽 可以放 

心 齐出。 盖匪 徒既已 上岸， 彼必不 敢乱用 炮轰。 然后忽 邀其前 ，或 尾其 

后 ，先用 虎蹲炮 迎击， 破其洋 枪火器 ，次用 抬炮、 鸟枪连 环夹击 ，自 无不胜 

之理。 旦逆 夷用杉 板船渡 其黑鬼 登岸， 不过数 十百人 为止， 我军以 数千精 

锐接仗 ，亦 何难 聚而歼 之”。 三 、若 英军由 长江绕 攻小沙 背一带 ，抄 袭西岸 

土 塘后路 ，我 兵已层 层设炮 ，苷 节埋 伏”。 因为该 处滩浅 _大 船难以 靠近， 

“ 彼不能 携带大 炮犯我 内地， 虽 有火枪 火箭， 亦断不 能敌我 之大炮 抬炮与 

夫百余 尊虎蹲 炮位。 此 理不辩 自明'  四 、若英 军舰船 闯过吴 淞口/ ‘直入 

内河'  吴淞 D 内 黄浦江 上部署 的师船 、雇船 、轮 船出击 迎战， “各该 船只堪 

与之 接仗， 不致稍 有疏庚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3 册 ，第 1476 页 ，第 
1623 页； 第 4 册 ，第 1862 至 1863 页， 第 1912 页 h 由 此可见 ，牛鉴 的设计 

岛管周 密，但 只是与 想像中 的英军 打仗。 他 对英军 的船坚 炮利和 陆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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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尚无 切合实 际的判 断>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442 页。 道光帝 发出此 谕旨为 

1842 年 6 月 21  JH ， 即吴 淞失陷 的五天 之后。 

©  < 清史列 传> 卷四八 t 本传。 

@  作战 经过可 参见以 下 材料： - 、清方 奏折，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 

朝 ，第 4 册 ，第 1916 至 1917 页 ，第 1925  ̂   1926 页 ，第 1938 页； 二、 巴加致 

海军 大臣的 报告， 1842 年 6 月 17  FJ, 郭富致 殖民部 首席国 务大臣 的报告 ， 

1842 年 6 月 18 日 ，见 〈中 国丛报 >第 12 卷 ，第 287 至 294 页，第 341 至 343 

页； 三 、英 军军官 回忆录 ， 宾汉 ：< 英军在 华作战 记>  (中译 本见 〈鸦 片战争 > 

第 5 册） ，伯 纳德：  < 复仇神 号航行 作战记 >、 利洛 ：< 英平在 华作战 末期记 

事> 、奥塞 隆尼：  < 对华 作战记 > 、穆瑞 ：< 在华战 役记〉 （中译 丰见  <鸦 片战争 

末期英 军在投 江 下游的 侵略罪 行> ，上海 人民出 版社， 1959 年 

㉚⑩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4 册 ，第 1916 至 1917 页； 苐 2 册， 

第 857 页。 

m  当时 吴淞西 岸土塘 之后， 清方 并无设 置二线 阵地， 牛鉴 无以依 

托 ，只能 野战； 另外 ，此时 英军登 陆者只 是各舰 的水兵 ，若在 陆战上 遇到有 

力抵抗 ，必会 投人陆 军参战 ^ 由 此可见 ，靠牛 鉴等部 的兵力 兵器必 不能取 
n，__ 
脏。 

®  < 筹办夷 务始末 >道 光朝， 第 5 册 ，第 2367  Ko 此 时王志 元已亡 

故， 是王 的部属 向前来 调查的 江宁布 政使黄 恩彤的 答话。 

® 其主 要变化 为：至 1840 年 10 月 ，英 海军从 南美开 来了加 略普号 

和萨 马兰号 ，载 炮均为 28 门 ，陆军 调来了 马德拉 斯土著 步兵第 37 团 （<  中 

H 丛报〉 第 9 卷 ，第 418 页）； 至 年底， 海 军又增 加了测 量船哥 塔林号 和疏磺 

号 ，载 炮均为 8 门， 以及 轮船复 仇神号 等其它 辅助船 （同 上书 ，第 10 卷 ，第 

57 页）； 1841 年 1 月， 孟加拉 志愿兵 团大部 徹回， 8 月中旬 又幵到 皇家第 55 

闭 ，亦 有一些 舰船的 变化。 

m  (中国 丛报〉 第 12 卷 ，第 46 至 55 页。 

®@  < 英国 议会文 忤汇编 >  中国 ，第 27 卷 ，第 65 页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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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屮国 丛报〉 第 II 卷 ，第 676  K;<^S 议会文 件汇编  >  中国 ，第 27 

卷 ，第 66 页。 

@ 伯 纳徳： 仇神 航行 作战记 >第2 卷，第 511 至 

@ 伯纳德 ：<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Eh 中 译本见 （鸦片 战争后 期英甲 

在长江 下游的 侵略罪 行）； 马士：  <中 华帝围 对外关 系史） 第 1 卷 t 中 译本， 

第 331页=  ，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185 页。 K 中距镇 江城仅 60  M 

的 W 山 ，原设 防兵仅 80 名，牛 鉴调援 50 名 ，常镇 道但明 伦乂组 织团练 300 

名 （M 上书 ，第 5 册 ，第 14 页） 。 

(鸦片 战争挡 案史料 >第 5册，第44 贲 ，第 54 

® ，第 88 页 ，第 76 至㈤货 1, 第 128 页， 第 493 至 495 页 ，第 573 页 ，第 619 
页 ，第 666 页， ；第 6 册 ，第 72 至 73 页， 第卯页 ，第 225 至 226 页 ，第 250 

至 251 页。 

@ 镇 江之战 的作战 经过， 我参阅 下列资 料：一 、清方 奏折，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5 册 ，第 648 至 649 页 ，第 676 至 679 页 ，第  <589 至 6 卯页， 

第 699 至 700 页 .第 709 页 ，第 722 页 ，第 731 页； 第 6 册 ，第 225 至 227 

0,o 二 、英 方记录 ，郭 富致殖 民部国 务大臣 1842 年 7 月 25 日， < 中国丛 报> 

第 12 卷 ，第 346 至 352 页； 伯纳德 ：{复 仇神号 航行作 战记） 、利洛 ：<  英军在 

华作战 末期记 事> 、奥塞 隆尼 ：（ 对华 作战记 > 、穆瑞 ：< 在华 战役记 > 、康 宁加 

木<鸦 片战争 —— 在华作 战回忆 录> ，中译 本见 〈鸦片 战争末 期英军 在长江 

下游的 侵略罪 行>; 宾汉： 〈英 军在华 作战记 >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301 至 

309 页， 气 、民 间记载 ： （ 出 围城记 > 、 < 京口 偾城录 >、< 草间日 记 >、< 壬寅闻 

见纪略 见< 鸦片战 争>第 3 册；  < 道光 英舰破 镇江记 > ，见 < 鸦片战 争末期 

英军 在长江 卜_ 游的 侵咯罪 行）。 
®  < 中国丛 报>第 12 卷 ，第 352 页； （鸦 片战争 末期英 军在长 江下游 

的侵 略罪行 >第 102 至 104 页 ，第 237 至 238 页 ，第 251 贸；  < 鸦片战 争>第5 

册 、第 308 至 309 页。 

m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6 册 ，第 266 至 267 页。 其 中按晉 英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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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 数统计 为战死 239 人， 受伤 264 人， 失踪 68 人 ，而 蕾英 奏折中 称总数 

为战死 246 人 ，受伤 263 人 ，失踪 88 人， 为何有 此误？ 原因 不详。 

⑮ 《清 史列传  >  卷三八 ，本 传。 

⑩ 本节的 撰写， 我参考 r 佐 佐木正 哉先生 的论文 （南京 条约 的签订 

和其 后的… 些问题 >f 日 （近 代中国 >第 21 卷 ，译文 是由宁 少军先 生提供 

的。 

⑽ @@@@@@(@@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 ，第 5 册 ，第 273 页 ，第 321 页 ，第 323 页 ，第 361 页 ，第 365 页 ，第 428 

页 ，第 433 瓦 ，第 481 资 ，第 537 沉 ，第 55S 页 ，第 593 页 ，第 599 页 ，笫 C12 

至 613 页 ，第 617 页 ，第 676 至 678 页 ，第 701 页 ，第 739 页 ，甩 742 至 743 

页 ，第 784 页 ，第 787 页。 

@ 佐佐本 正哉： < 鸦片战 争乃研 究> 资料 益， 第 147 至 148 页。 觀 

该照文 H 送给 英方讷 ，还有 耆英等 人给伊 甩布的 1文_授 权伊里 布芍英 

方交涉 & 

场⑩ ⑩ @@@ ⑩®  佐 佐木正 

战： 《鸦 片战争 0 研究 > 资料篇 ，第 149 至 156 页 ，第 158 至 160 页 ，第 163 

至 1 沾页 .第 169 至 173 页 .第 176 至 183 页 、第 W5 页 ，第 194 至 195 贫， 

第 197 至 209 页。 

⑬ 伊 M 布送还 英俘 的照会 ，于 6 刃 7 日发出 ，而奕 经直至 6 月 19  P 

才上奏 报告此 事（< 鸦片 故争档 案史料 h 苇 5 册 ，第 433 页）， 显系是 其收到 

道光帝 6 月 5 日和 9 日 的谕旨 ，才 敢着羞 答答地 上报。 但是 ，仍未 取将伊 

M 布 的照会 附上。 

⑩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 第 5 册 ，第 367 至 368 页>  第 356 至 35S 

页。 奕 经上报 的伊里 布照会 钞本， 与 佐佐木 正哉先 生从英 国档案 馆中所 

录原件 文字差 别裉大 。 看来， 奕经与 伊里布 对道光 帝做丫 手脚。 

© 佐 佐木正 哉先生 对此大 胆推测 称这一 份文件 可能是 & 香英 、伊 

豇布 伪造的 （（ 南京 条约的 签订和 其后的 -些问 题> ，日木 {近 代中国 >第21 

卷）。 而 (鸦片 战争末 期英军 在扶江 下游的 松略罪 行> 收人此 文件时 ，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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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扣 羚撰尺 <夷 距犯埼 M 见录 > 抄本 ， 泮 称姑“ 人仑州 J]  7  H 在宝山 

城 外张贴 - 这与 s* 矣折 屮的 说法相 一致 ， I 力此 可排斥 s ⑶造 的町能 n  - 

■(  n. 诙 节 收眾此 件 耆览 进呈 件文 卞稍有 # 差。 

⑩  <柯片战々档案屮料>第5册，第624页，第622迈： 又<筹 办夷务 

始人》 逍光朝 收入此 密谕財 ，列为 7  16  H  (六 月初八 H  ). 不知为 何晚- 

@ 佐佐木 正战：  <鸦 片战 争刃研 究> 资料篇 ，第 167 至 1GS 页。 又 ，佐 

佐 衣 [r 哉 先生称 ，7 月 21  n 苦英给 璞鼎奄 的私函 ，是 其执行 7 爿 is  h 密 

偷的 行动 ，此为 误： 普英 对此另 有泰折 ， 见<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5 册， 

第 786 吖。 M， 璞鼎杏 的照会 中文贲 思很 不明确 ，昏 英颇有 误解。 

㉞® ⑬齒⑱ ⑯⑳⑳ 弛軎： 《抚夷 H 记》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356 

■】 [，第 364 至 365 页 ，第 374 辛:  376 页 ，第 378 至 379 页 ，第 381 既 ，第 3Q8 

页: ■ 
®  此 为伊 M 布的 幕僚 苏霖仵 给张喜 的私函 中透露 ，称 奕经见 刘韵 

坷患 病， 向伊 电布 许诺， 让伊就 仟署理 1: 浦副 都统 立即 InJ 杭州 署理浙 

江 抚篆。 这反 映出奕 、伊关 系 ，也反 映出 奕弓刘 不和， 伦 m 乘此机 会去划 

之意 （<  鸦片战 "Tkk 第 5 坜 ，第 357 页 ）= y 脊此 来未成 求实。 

n  张莒 ：（ 抚* 「1  iL!>,< 杩片 战争 >笫 5 册 ，第 365 怀； 佐佐木 正 哉： 
<鸦 片战争 o 研究 > 资料篇 .第 189 豇  . 

©  邓 嗣禹的 译本厂 _〖 944 年巾 复加 哥 大学出 版社 （ University  of 

t'hic 叫 o  PreseO 出版， 名为 （张 喜勺 1842 年南京 条约》 （Chang  and  the 

I'r^ty  of  Nanking  1842)  s 这 个有评 4t: 的 译本， fitTW 还冇 邓嗣 禺的 』 篇论文 

进 U 评价。 

鸱 张蛊 ： （ 抚 夷日记 > ， < 鸦 片战争 >  翁 5 册 ，第 366 至 369 页。 按照张 

d 的记载 ，他 本人是 i:_ 战的 ，并仵 会谈期 N 毫不 掩饰这 -见解 .后对 

1 片 il 布进火 攻之策 ，对耆 乾亦 献计 火攻， 但 都没 有 被接受 。这 就使 人怀疑 

it a_ 实件： 尽矜 张喜对 签订 ■(南 京 条约》 适钌 r 力的， 但足这 种功 艿爪 w  - - 

f\] itr  *  g ̂  ■& 带恶. _ 作出 討的 坏境+ ，他似 f- 述浙为 a  zin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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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喜： 〈扰夷 P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370 页 ，第 372 页; 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研究 > 资料篇 ，第 191 至 192 页。 

©  张喜 ：< 抚夷 H 记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372 页；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乃研究 > 资料篇 ，第 W0 页 ，第 193 页。 

@ 伊里布 在署理 乍浦副 都统后 ，给 英人的 照会就 写作乍 浦都统 ，省 

力“副 ”字； 而 伊里布 从无锡 赶往南 京后， 照会中 具称“ 钦赐头 品 顶戴花 
翔 '而耆 英尚未 出奏 ，但 从张喜 的例子 来看， 伊里布 这么做 是经过 耆英间 

意 的：伊 里布到 南京前 ，牛 鉴给英 人的照 会中便 铎伊为 “饮差 大臣” （以上 

见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O 研究） 资料 篇）。 然而 t 朝廷的 谕旨中 也有误 

差* 如道光 — f 二 年六月 卜九 H  (1842 年 7 月 26  3) 的 两道谕 旨皆作 ：“军 

机 大臣密 寄钦差 大臣耆 、伊' “军机 大臣字 寄钦差 大臣眘 、伊 '从 行文来 

看 ，伊 黾布又 同为钦 差大臣 ， 但是 ，第二 天的谕 旨又改 作“军 机大臣 字寄钦 
差 大臣耆 、参赞 人臣齐 、副都 统伊'  伊 里布的 头衔又 变成了 副都统 ，尽管 

没有 “署理 ”二字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5 册 ，第 739 页 ，第 742 至 743 

W, 闹到 了七月 初五日 ，谕旨 又改为 “军机 大臣字 寄钦差 大臣耆 、署 副都 

统伊'  由 此至签 订南京 条约， 谕旨一 直为此 头衔 （同 上书 ，第 6 册 ，第 25 

苋， 第 53  第 114 页 ，第 164 页 ，第 184 页 h 由 此可见 ，尽 管伊里 布等人 

向英方 开具了 新的头 衔，英 人也信 以为真 ，但 他的 实际职 务仍是 四品卿 

衔 ，“暂 带”头 品顷鉞 、署 理乍浦 副都统 ， 当然 ，伊 里布在 上奏时 ，还 是老老 

芄实地 自称“ 署理 乍浦副 都统' 

又 ，伊里 布发给 英方的 谕旨全 文为“ 军机大 臣密寄 钦差大 臣耆英 、伊 

里布, 道光二 十..： 年 六月十 九日奉 上谕： 前因该 夷恳求 三事， 已有 密谕普 

英、 伊里布 ，会 M 筹商 妥办。 惟前 据该夷 照复 ，似 以耆英 、伊 里布不 能作主 

为疑， 著普英 、伊黾 布剀切 开导。 如 果真心 戢兵， 定邀 允准， 不必 过生疑 

虑。 该 大臣等 ，经朕 特简， 务须慎 恃国体 ，俯顺 夷情， 有应 行便宜 行事之 

处， 即著从 权办理 ，朕 亦+为 遥制。 勉之。 钦此 ，遵旨 寄信前 来。” 査这道 

瑜 旨摘录 广 六刀 十九日 给耆、 伊第一 道谕旨 中“军 机大臣 密寄钦 差大臣 

吾 、伊 T 逍光二 f 二年六 月十九 n 奉上 谕： …… 前因 该夷恳 求之事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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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旨密 谕耆英 …… 惟 前据该 逆照复 ，似以 耆英、 伊里布 不能作 主为疑 …… 

著耆英 、伊里 布剀切 开导， 如果真 心悔祸 、共慼 戢吳， 我等奏 恳大皇 帝定遨 

允准 ，不 必过生 疑虑。 该大臣 等经朕 特简， 务 须慎恃 国体， 俯 顺夷情 

…… ”； 又摘录 r 该日第 _道 谕旨中 "有 应行便 宜队事 之处， 即著从 权办理 

…… 朕 亦不力 遥制。 勉之 ，如 果与谕 旨原文 对照， 伊里布 删去了 对英方 

不利的 言词， 如“真 心悔祸 、共 愿戢兵 ”删为 “真心 戢兵” 等等。 但是， 估得 

ft 意的 是：一 、伊 里布将 谕旨中 “伊里 布现往 镇江， 著即会 同曹英 妥筹商 

办 ”一句 ，移至 “前因 该夷恳 求二事 ，已 有密 谕耆英 ”之后 ，就 变成了 英方要 

求的“ 三薯'  可以 由耆英 、伊里 布“筹 商妥办 ”了， 而当 h 谕旨 中对“ 三事” 

明 确规定 了不得 付战费 ，烟价 己在广 州给过 ，不得 冉付等 内容； 二、 原旨中 

称“如 果真 心悔祸 ，共 愿戢兵 ， 我等 奏恳大 皇帝定 遨允准 ”一语 ，即 明确规 

定 ，一切 须请旨 后方可 实行， 伊黾布 改为“ 如果真 心戢兵 ，定 遨允准 '变成 

广 不必 经过大 皇帝， 而可由 他们来 “允准 ”了。 这 些实际 上 改变了 谕旨的 
原义 ，变成 了他自 己的新 内容了 （道光 帝谕旨 原文见 { 鸦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5 册 ，第 739  ft, 第 742 页>。 

@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乃研究  >  资料篇 ，第 196 页； 张喜 ：（ 抚夷 

H 记 X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372 页。 

@ 黄恩彤 ：< 抚远纪 略）； 利洛： 〈缔 约日记 >; 张喜： 〈抚 夷日记 >。 以 

上见之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416 至 417 页； 第 506 至 508 页； 第 380 豇。 

mm  利洛： 〈缔约 fl^>，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505 至 506 负 ，第 
514 

㉖㉖⑱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50 争 :  53 页 ，第 56 至 57 商， 

第 74  ̂ 76 页 ，第 114 至 tl5 敗 ，第 136 至 13S 页 ，第 165 页。 

@  宾汉： { 英军 在华作 战记〉 （J.  E」 Bingham  41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ma^ ,  I ̂ ndon ,  1843) 第 2 卷 ，第 372 页。 



第 7 章 

¥ 等与 不平等 

历史学 家蒋廷 黻曾经 写道： 

“中 两关系 是特 别的。 在鸦 片战争 以的'  我们不 肯给外 

国平等 恃遇； 在以 后， 他们 不 肯给我 们平等 待遇 。”① ■ 

这 段话相 $ 凝练且 传意。 

m 足， 我们若 从细部 * 观察就 会发现 ： 尽管鸦 片战争 前淸朝 

在国家 关系上 矮 化西方 列强 ，何对 经济贸 鉍 的种神 限制. 恐怕个 1 

能 以“不 f 等” 一语而 完仝概 括之， 撅的鸦 片走私 贸易 ，又 

当别作 它论； 鸦片战 争沿西 方列强 iM 勒的 .-系 列条约 ，包 含众多 

不 f ■等 条款， 而在国 家关系 h 乂毫 无例 外 地追求 与 淸朝“ 平等外 

进一 步 地研究 又使我 吃 惊地发 现：今 尺人 们所 谈论 的平等 

或不平 等， 都是以 18 世纪 在欧美 产生至 20  |.ti: 纪在 世界 确 2 的 

W 际关系 准则为 尺度； 而 生活在 “天朝 ”中的 人们， 自有 -套 迥然 

相別 的价值 标准 ，另有 - 种平等 观念。 他们 对今天 看来为 M1" 

等” 的条 款往往 愤愤不 f_， 而对今 天看来 为“不 T- 等 的待 遇却评 
然不 觉. ！M 而存 :外交 上举措 大谬。 

ri  iQ 吡纪 尨剧 縮小的 ut 界中 ，天 朝”本 &一个 特殊的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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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 英南京 条约及 其引起 的优虑 

作为 鸦片战 争结束 标志的 1842 年 8 月 29 日 在南京 江面上 

签 字的中 英和约 ，被 后人 名之为 “南京 条约'  它共有 十三款 ，② 

无疑 是一项 苛刻的 不平等 条约。 

若从具 体条款 来看， 南京条 约之所 以为不 平等， 主要 是三项 

内 容：一 、割地 (第三 款）； 二 、赔款 (第四 、六 、七 、十 二款及 第五款 

后半部 分）； 三、 赦免“ 汉奸” （第九 款）。 而第 一款宣 布和平 ，第十 
三款规 定批准 程式， 并不 涉及平 等或不 平等； 第 A 款释 放英 H 也 

合 乎当时 和现在 通行的 国际法 惯例； 至于 条约第 十一款 平等国 
交， 反是这 项不平 等条约 中的平 等条款 ^ 

除 去以上 今天比 较容易 判别的 条款外 ，该条 约还有 三项规 

定：- 、五 口通商 （第二 款）； 二 、废 除行商 (第 五款 前半部 分）； 三、 
新 定税则 （第 十款） u 这些关 于经济 贸易的 条款, 很难简 单地以 

平 等或不 平等来 界定。 

从今天 通行的 国际关 系准则 而言， 一 个国家 选择何 种方式 
进行对 外贸易 ，本是 主权范 围之内 的事。 就 此而言 ，英方 强加中 

国 的这些 规定， 无疑是 强权的 表现。 

从社 会经济 发展史 的角度 来看， 一 口 通商 、行 商制度 束缚了 
中国对 外贸易 的发展 ，不利 于中国 从自给 自足的 小农经 济转向 

市 场交换 的工商 经济； 广 州的关 税由吏 员和行 商操纵 ，使 每一次 
关 税交纳 都成为 讨价还 价的灰 色交易 ，外 商受害 ，国 家无利 P 这 

些难 道还应 当继续 保留? 



因此 ，从 玴论 上讲， 最佳方 案是清 政府自 身改革 ，作 好内部 

准备 肘 主 动开放 ，并 在抖体 做法上 与国际 接轨。 但在 W 史现实 

中， 这种可 能性等 于岑。 

肟 来的历 史说明 ，丙 方的大 潮冲击 广中国 的旧冇 模式， 民众 

的生产 和生活 要 在沿海 地区） 为之大 受掼害 ，在 此哀 曲中又 

昉 生出中 国前所 未有的 种种社 会经济 现象。 五口 通商、 废除行 

商 、新定 税则， 作为英 国此战 的主要 目的， 反映出 其欲将 中国纳 

入世 界贸易 体系的 企图， 使伦敦 、曼 彻斯特 和孟买 的老板 们大发 

利市, 致使中 国在毫 无准备 和防备 的情况 下仓促 开放。 这对中 

国 有不利 的一面 ，但 在客观 上为中 国提供 了摆脱 循环的 新途径 U F 

从短期 上讲， 负面 作用大 于正面 效应， 而 从长期 来看， 负 面作用 

在不 断退隐 ，正 面效应 在逐渐 生长。 至 本世纪 ，正 面效应 超过了 

负 面作用 D 

我们不 妨设想 一下， 中 国的开 放若不 是在上 世纪中 叶而是 

更晚， 中 国的现 状又会 怎样？ 

历 史学家 应当具 备远距 离的思 辨力。 

然而， 以上 认识只 是今入 的一种 分析, 与当时 人的思 想是不 

搭 界的。 

前一章 提到的 张喜， 在其对 条约谈 判的详 尽记录  <  抚夷日 

记>中 ，除对 赔款的 杀价外 ，另 外只 记了一 条清方 的抗辩 ：“黄 （恩 

跟） 、咸 （龄） 两大人 出城， 与夷人 会议， 不许 夷人携 带家眷 。”  @这 
可能是 张喜知 识有限 ，不 能理 解条约 内容的 意义。 而时 任江苏 

布政 使李星 沅看到 条约的 反应， 不得 不让人 深思： 

“阋 江南钞 寄合同 （指 条约 K 令人 气短。 我朝 金瓯无 
缺 ，忽有 此蹉跌 ，至 夷妇与 大皇帝 并书， 且约中 如赎城 、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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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宫 员平行 \ 汉 奸 免罪， 公 然大书 特书， 千秋 万世 何以善 

后 ……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李 星沅当 时是主 和的 官员。 他 没有对 条约内 容直接 评价， 只是 

“ 大书特 书”使 之耻辱 ，大约 这些事 是可以 私下做 而不能 公开说 

的吧。 他最看 不惯的 ，是 “夷 妇与大 皇帝并 书”， 作 为一名 饱学经 
史 的儒吏 ，本 能地感 到无法 向历史 交帐。 在战争 紧要关 头以命 

求退 ，归田 后又著 述甚丰 的前江 苏巡抚 梁章钜 t 此时尚 在归途 > 

得到 消息后 ，致 信福建 巡抚刘 鸿翱， 对福建 须开放 两处口 岸愤愤 

不乎： 
“江南 （指 江苏） 、浙江 、广东 每省只 准设一 马头， 而福建 

一省 独必添 一马头 以媚之 ，此又 何说以 处之。 且江 南之上 

海 、浙江 之宁波 、福建 之厦门 、广东 之澳门 ，本 为番舶 交易之 

区， 而福州 则开国 以来并 无此举 。”⑤ 
梁氏为 福建长 乐人, 恰恰位 于福州 出 海的闽 江口端 ，福州 的开放 

使之 恐惧。 

相 比 之下, 浙 江巡抚 刘韵珂 对条约 的感受 显然“ 深刻” 得多， 

他给 南京的 耆英、 伊里布 、牛鉴 写了一 封长信 ，一  口气提 出十个 

问题： 

一
 

、

 

对

英

 

条

约

签

 

订

后

，

 

其

他

国

 

家

望

而

 

效

尤

，

 

清

朝

 

又

不

知

 

底

细

，

 

该怎 
么办？ 

二 

、

 

英

国

 

已在广 东“就 抚”过 ，并给 过银两 （指 义律一 奕山停 

战协 
定）， 

此次 
若其国 

王认为 
郭士立 

（清方 
一直将 

此人视 
为主谋 

之一） 
、璞 鼎査办 

理不善 
，别 生枝节 

，该怎 
么办？ 

三 

、

 

英

国

 

屡言北 上天津 ，此 次未将 天津列 为口岸 ，如何 4 ‘能杜 

其 北上之 
心， 方可免 

事后之 
愧”？ 

四

、

 

 

各通商 口 岸皆 有章 程输税 纳课， 今 后若英 国阻勒 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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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政府管 不管？ 若清 政府采 取措施 ，岂不 又引起 衅端？ 

五 
、 今后 若有民 、“夷 ”争讼 事件， 英方拒 不交凶 ，如前 林维喜 

案， 又该 如何“ 戢夷暴 而平民 心”？ 

六 

、 各省 战后重 修海防 工事， 英方 若对此 猜疑而 阻挠， 该怎 

么办？ 

七
、
 
 赦免“ 汉奸” 之后， 若有 匪徒投 靠英方 而扰害 民众， 英方 

又予 以庇护 ，该怎 么办？ 

八 

、
 
若
 

英人潜 入非通 商口岸 地区而 引起民 众抗拒 ，英 方必归 

罪于 清方， “起兵 问罪'  该怎 
么办？ 

九

、

 

 
英人在 舟山“ 建造夷 楼”， "大有 据邑之 意”， 若各 通商口 

岸 均如此 
，致使 “转盼 之间， 即非 我有'  

该怎 么办？ 
十 、中 国之凋 敝在亍 漏银， 新开口 岸后漏 银更易 ，清 方若禁 

银 出口又 会挑起 衅端， 该怎 么办？ 

这是 一篇新 的“十 可虑” ，是对 战后中 外关系 的深层 次的思 
考。 本 无国际 知识的 刘韵珂 ，所提 出的问 题以今 D 之眼 光观之 

十 分可笑 ，不 若前一 篇“十 可虑” 分析清 朝内部 问题那 般卖在 ，但 

却真实 地道出 一名负 责任的 官员对 未来中 外格局 T 尤其 是通商 

口岸 地方官 员如何 处理“ 夷务” 、解 决民“ 夷”纠 纷的 忧虑。 

刘韵 珂的这 封信， 没 有直接 评价南 京条约 （这 也是他 一贯的 

办事 风格） ，但 用提问 题的方 法曲析 地表迖 了他对 条约的 看法： 

这份条 约太简 略了， 在许多 具体的 问题上 缺乏具 有长远 眼光的 

明确 规定， 因而 在操作 上有其 任意性 ，稍微 处置不 当就有 可能引 

起 衅端。 这 次战争 已使他 打怕了 ，最 惧再起 兵刃。 他在信 中说： 

“抚局 既定， 后患 颇多， 伏念计 出万全 ，定 必预防 流弊， 

“ 逆夷反 复与否 ，姑不 具论， 即善后 事宜而 论， 已 有傕然 
不 可终日 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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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如何防 止这呰 "流 弊”， 他没 有具体 说明。 我不知 他是没 背 
对策 ，还是 有办法 +说， 只是将 问题原 原本本 地交还 给耆英 

里布和 牛鉴， 

由此 ，我 们不仅 要问， 刘韵珂 写这封 信的真 实意图 是什么 9 
他仅仅 是对耆 、伊 、牛订 立的条 约表示 不满？ 抑或 让二大 宪作补 

救? 三宪 均为主 持谈判 的官员 .刘 氏是暗 沅他们 继续与 英方交 

涉？ 从而 对他提 出的 十个问 题作更 H 体的 规定？ 

这吋是 一个危 险的信 号。 

在中国 的历史 上，南 京条约 毕竟是 亘古未 有之亊 ，各 色人等 

议论 纷纷 当在情 理之中 ，况 a 在专制 社会中 ，臣子 们的意 见往往 

无足 轻重， 真 正有效 用的是 圣旨。 

道 光帝因 一份伪 造的告 示而最 后决计 主和， 江宁 将军转 朵 

的常镇 道禀帖 ，使 之知 晓英方 的条件 ，遂下 旨：一 、烟价 在广州 c 

付， 军费和 商欠不 准赔； 二 、平行 礼可以 通融； 三、 香港“ 暂行赏 

借” （不是 割让） ，闽 、浙 沿海暂 准通商 ，但不 许长 久居住 。 这是他 
吋未 来和约 的最初 设想。 

1842 年 8 月 18 日 ，道光 帝收到 耆英的 奏折， 更清晰 地了解 

到英方 的要求 ，@作 广一些 让步： 、厦门 、宁波 、上 海准其 贸易， 

但# 次强 调“不 准久住 据为巢 穴”； 二 、福 州不准 开放， 不 得已可 

改为 泉州； H、 香 港仍坚 持“赏 借”； 四/ 付于赔 款不再 反对， 只是 
询问 款项如 何筹措 该渝曽 S 月 24  口 送至耆 英处。 

8  >1  22 日， 道光帝 收到耆 英报来 的“酌 办各条 ”清单 ，⑨下 旨 

n : 、行 商制度 “毋庸 更改”  ； _ 二商 欠由 官 府 “查明 追还” （而不 

适赔 偿）； 三 、英船 关税由 副领事 赴海关 交纳而 不 经手行 商一氙 
再行 妥议 具奏； 四 、杵港 问题 在喻旨 屮没# 提及， 大约已 同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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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借”改 为“让 与”， 五口通 商问题 仍坚持 原议。 值 得注意 的是， 

谕旨又 提到另 外三项 内容： 一、 “沿海 之广东 、福建 、台湾 、浙 江、 

江南 、山东 、直隶 、奉 天各省 地面” （当 指非口 岸地区 ）“ 不 准夷船 

驶 入”； 二 、战 后各省 修复海 防工事 ，系缉 洋盗起 见， 非为 防御该 

夷而设 ，不 妄生疑 虑”； 三 、其 他各省 因不明 订立和 约而对 英舰实 

施攻击 +  “不 得借为 （开 战） 实” 此谕旨 8 月 27 日到 达耆英 
处。 

9 月 1 日 ，道 光帝收 到耆英 的奏折 ，全面 让步， “各条 均照所 

议办理 '但 又下 旨曰： 

“此外 一切紧 要事件 必应筹 及者， 均著谏 大臣等 一一 分 
晰妥议 ，不 厌反 复详明 ，务 须永绝 后患。 该大 臣等既 知善后 

难 以措手 ，他® 之不免 生心， 即应思 前顾后 ，预 为筹画 ，于勉 

从下策 中力求 弭患未 然之计 ，倘稍 留罅隙 ， 日 后有所 借口， 

以致别 生枝节 ，办 理掣肘 。”⑪ 
道光 帝这段 话的意 思不很 明确， 似 乎是命 令耆英 等入在 条约完 

成后， 继 续与英 方商议 “一切 紧要事 件”。 他没 有说明 "一 切紧要 

事件 ”的具 体内容 ，但似 乎认为 条约还 不能“ 永绝后 患”。 从这个 

意 义上讲 ，他与 刘韵珂 在思想 上有着 惊入的 一致。 该谕旨 9 月 
7 日 到达耆 英处。 

9 月 6 日， 道光帝 收到耆 英呈递 的条约 ，注意 力已从 条约本 

身 转向条 约之外 ，下 旨：一 、关于 “商欠 '今 后英商 与华民 交易， 

一切欠 款自行 清理， 清朝对 此不再 负责； 二、 关于赦 免汉奸 ，“倘 

该 民等别 经犯罪 ，我国 应当照 例办理 ，与 该国无 涉”； 三、 关于关 

税 ，“各 海关本 有一定 则例” ，即使 中国商 人运送 英国货 物往内 

地， “经过 关口自 有纳税 定例” （道光 帝似未 看懂条 约第十 款的规 

定 ，谕旨 的文字 和语气 似乎否 定这条 款存在 的必要 性）； 四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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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银两未 清以前 ，定 海之舟 山海岛 ，厦 门之古 （鼓） 浪 屿小岛 ，均 

准暂住 数船, 俟各 d 开关后 即著退 出 （ 道光 帝似乎 要求英 方退述 

舟山 、鼓 浪屿的 期限， 由五口 开放、 赔款交 清两项 条件改 为五口 

开放 一项条 件）。 这一次 的渝旨 ，道 光帝讲 得明明 白白： 

“以 上各节 ，著耆 英等向 该夷反 复开导 ，不 厌详细 ，应添 
注于约 内者， 必须明 白筒当 ，力杜 后患， 万 不可将 就目前 ，草 

串了事 。”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也就 是说， 在条 约签订 之后, 道光帝 依旧命 令耆英 就有关 事项继 

续 向英方 交涉。 该 谕旨于 9 月 13 日 到达耆 英处。 

从 以上一 系列的 谕旨中 ，我们 可以看 清道光 帝对南 京条约 
的态度 u 这份条 约的内 容与他 原先的 设想差 之霄壤 ，可 六朝故 

都的 南京已 成了风 前之烛 ，不得 不予以 批准。 但是 ，他 心有不 

甘， 于是命 令耆英 等人继 续交涉 ，挽 回一 些“天 朝”的 利益。 灾祸 
由此萌 生0 毫 无国际 知识的 道光帝 并不知 道国家 利益之 所在！ 

他 所要求 交涉的 内容或 为不得 要领， 或 为不着 迫际。 

尽管条 约已经 签订， 已获御 笔批准 ，但 道光帝 却别出 心裁地 

想出 一个 新办法 —— 在条 约上“ 添注' 

位于 今日南 京市中 心长江 路上的 两江总 督衙署 ，是 一处很 

大的 院落。 它 后来成 为太平 天国的 天王府 、南京 临时政 府的大 

总统 府和国 民党政 权的国 民政府 ，地 位显赫 异常。 直 至今曰 ，仍 

是江苏 省的政 治决策 中心。 多 少年来 ，不 知有多 少决策 由此# 

生， 多少政 令由此 发出。 

而在 1842 年夏秋 之际， 两江总 督衙署 亦充当 了历史 的见证 

人。 下榻于 此的钦 差大臣 、广 州将军 耆英, 四品卿 衔乍浦 副都统 

伊里布 和这里 的主人 两江总 督牛鉴 ，正在 恐惧和 忧虑之 中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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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 和约 爭芹。 

尽管伊 4； 布的家 人张喜 认为“ 伊屮 堂”是 决策的 _t 谋， 牛鉴 

的助 江 宁 布政 使黄恩 彤感 到“牛 制军" 是和议 的中坚 ，但真 jK 

的权枘 仅操之 靑英的 手中。 他 是唯一 的钦差 大组。 
耆萸为 宗室， 即 努尔哈 赤之后 裔。 其父 禄康 做过东 阁大学 

十户 部尚书 ，步军 统领等 职。 显赫 的說世 背景， 使之仕 途坦荡 。 

ft  1806 年以 防生授 宗人府 额外: E 事肟， 一 苴 在京官 )r 

肟拘 仟过 50 多种 职务， 其 1 中 最让人 感兴趣 的是， 他做过 兵部侍 

郎、 署押藩 院尚书 、礼部 尚书、 T 部 尚书 、户部 尚书、 吏部尚 1S , 仅 

仅在刑 部没 有任职 的绞历 ■:, 

1S38 年 ，耆 英由热 河都统 调盛京 将军。 不久 ，鸦片 战争爆 

发 ，他 仵加强 海防方 面也颇 卖力气 ，设 行纥皂 栉的 气味。 1842 

年 2  H  24 日 ，道 光帝调 其为广 州将军 （ 当 他交待 一切， 依例浐 

3 月 28  U 进 京请训 B+. 正恰道 光帝收 到刘韵 珂的“ 卜可 虑”奏 
折 。我们 不知道 道光帝 派他去 广州的 H- 实 用意， 但可 以看出 ，他 

的到京 0 期 ，改变 了他后 半生的 命运。  ^ 
作 为满人 ，作 为皇亲 ，耆 英比起 那呰屮 过进十 ， 入过 翰林的 

jf 途官 少- 1 鸣 懦教的 气味。 这在 当时的 中[!3 社会屮 ，： fciinfi- 

辩地玷 人 缺陷 D 或许也 就是这 种缺陷 ，侦 之在 思考问 题时也 

少 吟性 理名教 的色彩 ，更 it 直接性 和功利 件。 至浙江 儿天 后， 

他 便看穿 战败的 必然， 不 计“夷 K” 之 大义， -心 欲与“ 逆夷” # 

和。 这 与同为 皇亲贵 族的伊 ML 布 、琦 善相一 致,， 

在前 一章中 ，我们 4 以看出 ，耆英 对道 光 帝主“ 剿”的 -系列 

谕旨 不太放 在心上 ，暗中 保持 与英方 的联络 ，举止 、如广 东谈判 

期间的 琦善。 何他不 像琦# 那样 ft: 接 .那么 直率。 火约 他身边 

精明的 伊氓 布也给 他出了 +少 主意， 而到 r 最 泫琦 、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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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他的一 切行动 都得到 批准， 这主要 是形势 使然， 同时 也让人 
领略 到他在 政治操 作上的 技巧。 

就南京 条约内 容而言 ，耆 英是违 旨的。 这从 前引道 光帝对 

条约 的一系 列谕旨 中可以 认定。 1842 年 8 月 29 日当耆 英签约 

时 ，收到 的仅是 8 月 22 日的 谕旨。 尽管他 也派黄 恩彤等 人对英 

方交涉 ，要 求不开 放福州 ，但遭 拒绝后 便不再 动作。 至于 谕旨中 

规定的 各通商 口岸不 准“久 住”、 行商制 度“毋 庸更改 ”等项 ，他干 

脆就没 有向英 方提出 。 然而， 若作为 享有“ 便宜行 事”权 限的钦 
差大臣 ，耆 英签约 的行为 似又并 不违旨 ，因为 从经典 、律条 、祖制 

中， 都找 不到对 “便宜 行事” 四字的 界定。 
就历史 的现实 而言， 南京条 约虽是 项 苛刻的 不平等 条件， 

但 作为签 订人的 耆英并 无罪责 可言。 城 下之盟 ，别 无选择 。作 

为 战败国 ，再 苛刻的 条件也 不能不 接受。 

没有胜 利希望 的战争 ，越 早结 束越为 有利！ 

但是 ，条 约签订 之后， 两 江总督 衙署内 的气氛 并没有 因此而 

缓和。 耆英面 临两大 难题： 一是如 何向道 光帝交 帐 （ 他还 没有收 

到道光 帝批准 签约的 谕旨） ，二是 条约签 订后的 中外格 局当如 

何 办理。 没 有理由 认 为他对 条约内 容是满 意的， 他 也像刘 韵珂、 

道光 帝一样 ，正 在思索 下一步 的种种 问题。 道光 帝的谕 旨中还 

有一 段劝激 的话： 

“ 是耆英 、伊 里布自 诒伊戚 ，不 惟无以 对朕， 更何 颜以对 

天下 。”⑫ 其实， 即便 道光帝 不说， 他 也完全 明白自 己的 身份， 其荣 辱福祸 

系于“ 天朝'  很可能 经历了 再三的 思量， 他决计 继续与 英方交 
涉 ，对条 约已经 规定的 内容和 尚未明 确的事 项进行 补救。 

1842 年 9 月 1  0， 即南京 条约签 订后的 第三天 ，当 耆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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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拜折向 道光帝 奏明签 约情况 的同时 ，另 * 道致 璞鼎查 的照会 

&送出 r 两 江总督 衙署的 大门。 也就是 ，在 他未 收到道 光帝命 

其继续 交涉的 谕令、 未收到 刘韵珂 对条约 内容充 分忧虑 的信函 

之时 ，便主 动行动 了。  
' 

杭州 、北京 和南京 完全想 到一起 去了。 

我在前 面详细 摘录了 刘韵珂 的信函 ，具 体排 列了道 光帝的 

谕旨 ，在 此还将 更加详 细具体 地引用 耆英给 璞鼎查 的照会 。因 

为， 在这些 文件中 ，潜 藏着不 亚于清 朝在战 争中军 事失败 的外交 

失败。 耆 英的照 会尤为 严重。 它是 我所见 到的中 国近代 史上最 

要命 的外交 文件。 

耆英的 照会分 正文和 附单。 正 文提出 r 交涉的 理言： 

“兹 蒙大皇 帝解嫌 释惑， 恩准照 旧通商 ，于 广州一 处外， 
又 给福州 、厦 n 、 宁波 、上 海四处 ，俾 得广为 贸易 ，实 属体恤 

有加。 贵公使 所议和 约各条 ，又 经本大 臣等再 三恳奏 ，仰荷 

… it 贵囯所 定条款 ，期 于永夂 遵行； 而中国 亦有盟 允行 

言 ，必 须预为 要约。 盖事 定其初 t 后 来可免 反复。 言归于 

奸 ，无话 不可商 量。” 
这 段话的 意思是 ，英方 提出的 条件， 清方已 答应了 ，为使 条约能 

“ 永久遵 行”， 清方也 有“盟 言”， 须与 英方预 先约定 D 言词 中不无 

希望 英方" 知恩图 报”的 意味。 看来 ，耆英 对国际 条约的 意义似 

乎不太 清楚， 刚刚 签字又 提交涉 ^ 而“ 盟言” 一语， 又让人 回想到 

古代“ 戢兵会 盟”之 形式。 

照 会所附 清单中 ，提出 了十二 项交涉 内容： 

一 、通商 五口中 ，除 广州 已给英 人香港 居住外 ，福 州、® 门、 

宁波 、上海 应在港 口建“ 会馆” ，英 船来 港贸易 时供英 人居住 ，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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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结 束后， 英 人应“ 回船归 国”， “不必 常年在 会馆居 住”。 

[释 评] 此 项交涉 可见于 道光帝 8 月 18 日和 22 日的谕 

旨。 耆 英想按 照先前 的广州 模式来 处理其 他口岸 英人居 住权问 

题。 文中的 “会馆 ”即为 商馆。 按广 州以往 的做法 ，釆华 外国人 
只能在 商馆区 活动， 贸易结 束或冬 季停止 贸易时 应回船 归国或 

前 往澳门 居住。 但是 ，耆 英提出 的方法 ，直 接违反 了南京 条约第 

二款： 

“自今 以后， 大皇帝 恩准英 国人民 带同所 属家卷 ，寄居 

大 清沿海 之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 海等五 处港口 ，通商 

贸易无 碍。” 
我 不知道 耆英是 没有弄 清楚英 方拟定 的这一 条款的 含义， 还是 
据 道光帝 谕旨要 求修改 条约的 内容。 

二 

、

 

今

 
后如有 中国商 人欠英 商款项 情事， “ 止可官 为着追 ，不 

能 官为偿 
还”。 

[释 评] 此项交 涉肇因 于南京 条约规 定赔偿 “商欠 ”300 万 
元。 道光帝 8 月 22 日和 9 月 6 日的 谕旨皆 要求下 不为例 。据 

耆 英奏折 ，条约 签订前 ，他 曾派 咸龄等 人向英 方交涉 ，获 口头允 

诺。 耆英怕 不保险 ，此次 想用文 字的形 式予以 确认。 

三 

、

 

通

商

 

五口只 准货船 往来， “未便 兵船游 奕”， 五口 以外地 

区， 英 方货船 
、军舰 

皆不得 
驶人。 

四 

、

 

清

朝

 

战后在 沿海驻 军及修 复海防 工事， “ 实为防 缉洋盗 

起见 
，英 国既相 

和好， 
不应有 

所疑虑 
，或行 

拦阻' 

五 

、

 

广

东

 

、福建 等地因 不知巳 订和约 而攻击 英舰， 不 应成为 

“口实 
'“以 

乖和 
好”。 

[释 评] 此 三项交 涉依据 道光帝 8 月 22 日 的谕旨 ，而第 

三、 四项又 见于刘 韵珂信 函第八 问和第 六问。 但是 ，按照 国际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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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第三 、四 项属国 家主权 ，既 然南京 条约没 有给英 方这些 权利， 

那么 清方根 本不必 与英方 商量。 . 

六 
、 和 约订立 并付清 本年度 赔款， 英国应 从南京 、镇江 撤军. 

退坯闽 、粤 、浙 等地。 英 方暂据 的舟山 、鼓 浪屿亦 “不便 多泊兵 
船'  英 军“仍 宜在船 驻扎， 不必 上岸别 居”。 

[释 评] 英 方的撤 军问题 ，南 京条约 第十二 款已有 明细的 

规定。 耆英就 此再度 交涉， 反映出 他对英 方能否 履行条 约的担 

心， 这与刘 韵珂的 心情是 一样的 （ 见其 信第二 、九 问）。 南 京江面 
的英舰 ，是耆 英头上 的悬剑 ，因 而在条 约已作 规定的 情况下 ，要 

求英 方再次 保证。 或许 ，这都 不对， 他根本 没有仔 细研究 墨迹未 

干的 条约？ I 

七 

、

 

舟

山

 
、鼓浪 屿的英 军“不 得侵夺 于民'  也 不得对 中国商 

船 “再行 拦阻抽 
税”。 

[释 评] 此项交 涉的前 半部分 ，即丧 失治权 的清政 府要求 

英 方不扰 害舟山 、鼓 浪屿的 民众， 当 属正当 要求； 而后半 部分已 

在南 京条约 第十二 款作了 规定， “不 再行拦 阻中国 各省贸 易”。 

大 约耆英 认为这 些嗜利 的“逆 夷”不 会见利 不取， 而刘韵 珂对此 
更是大 发议论 （见其 信第四 问）。 

八 

、

 

“

英

 

国商民 既在各 处通商 ，难 保无 与内地 民人交 涉狱讼 

之事。 从前英 国货船 在粤， 每以远 人为词 ，不能 照中国 律例科 

断 ，并 闻欲设 立审判 衙门， 如英国 之呵压 打米挈 一样。 但 査乾隆 

十 九年仏 （佛) 兰西 人咐嚯 跃一犯 ，钦奉 谕旨， 令其带 回本国 ，自 
行 处置。 即道 光元年 英吉利 兵船水 手打死 黄埔民 人黄姓 之案， 

亦经 阮督部 堂奏请 ，令英 国自行 惩办各 在案。 此后英 国商民 ，如 

有与 内地民 人交渉 案件， 应 即明定 章程， 英商 归英国 自理， 内人 

由内 地惩办 .俾免 衅端。 他国 夷夷仍 不得援 以为例 ，(重 点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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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所标） 

[释 评] 此 项交涉 的利害 关系实 在太重 大了， 我不 得不照 

引 全文。 耆英和 刘韵珂 一样， 如何处 理通商 口 岸的民 、“夷 ”纠纷 

而不引 发衅端 ，成为 其心头 大患。 为了简 单明了 且一劳 永逸地 

解决 此难题 ，他 干脆将 对英人 的审判 权主动 拱手予 英方。 在他 

看来， 如此 中英各 司其民 ，就 不会再 出现诸 如林维 喜案那 样令人 

头 痛的麻 烦了。 耆英由 此铸成 大错！ 

九 、屮 国“奸 民犯法 ”而“ 投入英 国货船 、兵 船”， 英方“ 必须送 
出交官 ，不 4 庇匿' 

[释 评] 此项交 涉的触 发点是 南京条 约赦免 “汉奸 ”的规 
定。 道光帝 9 月 6 日的 谕旨对 此有明 确指示 ，刘 韵珂信 函第七 

问 题对此 亦极为 忧虑。 耆英虽 未收到 谕旨和 信函， 但心灵 脉通, 

明确要 求将投 入英船 的“奸 民”交 与清朝 处*。 但 他没有 想到， 

这么 一来， 实际上 也放弃 r 清朝 到英船 上搜查 、逮 捕中国 罪犯之 

权力。 船 桅上的 英国国 旗成为 不法之 徒的保 护伞。 14 年后的 

“亚罗 号书件 ”即为 一例。 

十、 英国除 广州外 ，“多 得福州 、澳 （厦） 门 、宁波 、上海 四处， 
系大阜 帝逾格 天恩' 今后若 他国要 求去福 州等 4 处口 岸通商 ， 

“ 应由范 M 与之 讲解， 俾仍在 粤通商 ，无致 生事' 
[ 释评] 就 2 时形势 而言， 鸦片战 争期间 ，美 同与法 国的军 

舰 均在中 W 海岸 活动 ，法 围圯 甚 （肟 将详 述）。 刘 韵珂信 函的第 

一问 就是他 ra" 效忙' 道光帝 9 月 6  n 谕旨 亦祢“ 他国之 不免生 
心' 叮 知此事 已 引起 蛰遍的 臀惕 。而 耆英 的对 策确艾 別出心 

裁 ，由典 a 川而“ 讲解 '也 就是说 ，以后 他 国苕向 清朝要 求往福 
州等 4 处 口岸通 商， u: 他们 找英 同去！ 

卜 - 1、 福州 等口岸 x： 税税 率不一 ，肖 应 照粤海 关输税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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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户部梭 议遵行 

[释 评] 此项交 涉违反 了南京 条约第 十款的 规定， 反映出 

耆英 仍想沿 用广州 模式处 理其他 口 岸的 事务。 由 于关税 问题后 

来成为 中国近 代史上 的巨案 ，我 拟放 在下一 节一并 分析。 

十二 、清朝 皇帝已 同意在 南京条 约上加 盖国玺 ，英方 应同样 

办理。 

[释 评] 南 京条约 第十三 款仅称 条约由 双方君 主“各 用朱、 

亲笔 批准” ，并 提国玺 一事。 但在 先前的 谈判中 t 英方提 出加盖 
国隻， 耆英 奏准， 为对等 起见， 故有此 项交涉 

由上 可见， 尽 管耆英 对南京 条约的 内 容并不 满意， 尽 管他也 

主动找 英方交 涉以作 补救， 但从十 二项交 涉中， 我 们找不 到能挽 

回中 国利益 之处， 即使是 违反南 京条约 的第一 、十 一项， 若以今 

日标 准度之 ，也毫 无益处 ，而 整份照 会反潜 藏着对 中国利 益的极 

大 损害， 其 中第八 项又是 近代中 国治外 法权之 滥觞。 

一个半 世纪后 的今人 ，完 全有理 由指责 耆英, 埋怨他 不应有 

如 此拙劣 的外交 ，但问 题仅仅 出在耆 英一人 身上？ 与 此同时 ，北 

京的道 光帝不 是正式 谕令、 杭州的 刘韵珂 又在暗 谕他去 交涉? 

耆英的 十二项 交涉的 后果是 非常严 重的， 但将之 与刘韵 珂信函 

中十 个问题 、道光 帝前后 谕旨中 九项指 令比较 ，能 分出高 下吗？ 

因此， 我 在前面 不厌详 细地摘 录刘韵 珂的信 函和道 光帝的 

谕令 ，不是 想减轻 耆英的 罪责， 而是为 了指出 ，整 个统治 集团同 

病。 

如果 我们离 开耆英 的十二 项交涉 、刘韵 珂的十 个问题 、道光 

帝的九 项指令 之具象 ，抽 象地思 考问题 ，就会 发现： 真正使 耆英、 

刘韵珂 、道 光帝 陷人困 境的是 南京条 约有关 通商关 系的 规定，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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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 在前面 说明难 以用平 等或不 平等界 定的五 口通商 、废除 

行商 、新定 税则等 内容。 

联 系后来 的历史 ，自 然会很 清楚， 南京条 约是一 座界标 ，使 

中外关 系由 “天朝 ”时代 转入了 条约 时代。 按照南 京条约 的文字 
和 精神， 由清 初建立 起来的 （有些 做法可 追溯至 更远） 至 道光初 

年已 密织如 网的“ 天朝” 对外贸 易的种 种规定 ，全然 被废除 ，具体 

详尽 严格的 “防夷 章程” 也不再 有效。 各通 商口岸 霑要实 行一种 
新 制度。 尽管 南京条 约在文 字上， 对这种 制度未 作具体 过多的 

具体 规定， 但从 精神上 理解， 应是当 时西方 社会愿 接受的 那种商 

业制度 ^ 

因此， 若从当 时西方 人的眼 光观之 ，南 京条约 已是相 当具体 

的 ，若 在当时 任何一 个西方 国家中 ，都不 会有执 行中的 困雎。 

然而 ，鸦片 战争虽 然击碎 r  “天 朝”的 威严， 但“ 天朝” 的观念 

却不 能随之 更换。 即便 是对战 败体会 最深， 已从“ 天朝” 梦幻中 

探 出头来 的耆英 者流， 手捧南 京条约 ， 迷迷然 ，感 到面对 着一大 

堆 全新的 难题。 原 先“夷 人”的 去处仅 为一地 —— 广州； 其居住 

活动 范围是 有限的 —— 商馆； 交易的 商人是 指定的 —— 行商； 接 

触的 民众是 少量的 —— 仆役 （包 括买 办）； 管理的 手段是 间接的 

—— 经过 行商 …… 现在， 这些限 制统统 没有了 ，那 又怎么 管理这 

些 桀骜不 驯嗜利 如命的 "夷人 ”呢？ 

我 们若从 这种思 路一直 追到最 深处， 就 遇到了 中西 社会背 
景 和文化 观念的 差别。 在西方 ，商 业活动 已不再 受官方 的具体 

管制 ，商人 只需遵 从法律 即可； 而从 保甲编 氓层层 至宝塔 尖大皇 

帝的 中国传 统社会 ，每 一个人 都在官 府治理 的网络 之中， 很难想 
像 脱离这 种治理 之民。 国 家设官 治民。 既 然中国 官府无 法治理 

这 些英人 ，把他 们交由 英国官 府来治 理也不 失为一 种办法 。耆 497 



英放 弃对英 人的审 判权， 在这种 思路上 几乎是 顺理成 章的， 尽管 

这种思 路本身 应别作 评价。 

因此 ， 由 英方按 西方标 准制定 的南京 条约， 在 没有近 代国际 

知识 ，不 了解西 方商业 制度的 清政府 手中， 必然是 难以执 行的。 

举一 个例子 ，南 京条约 第二款 允诺英 人可以 “带同 所属家 眷”居 I 

住 子通商 口岸， 这在当 时 的西方 和今日 的世界 是很平 常的事 ，但 

与清 朝以往 不许“ 夷妇” 入境的 规定相 抵触。 耆英 在条约 签订前 

曾派 员交涉 ，被 拒后又 在奏折 中以相 当的篇 幅说明 允“夷 妇”入 
住口岸 的理由 ，其 中最 为雄辩 的是： 

“ 英夷重 女轻男 ，夫 制于妇 ，是俯 顺其请 ，即 以 暗柔其 
性， 

既要 维护“ 天朝” 的利益 （以 “天 朝”的 观念而 不是以 近代国 
家观念 确认） ，又要 避免再 起衅端 ，住 在英 舰炮口 之下南 京城内 

两 江总督 衙署忧 心忡忡 的耆英 ，不 懂得用 近代国 际法则 去维护 

本国 真正的 利益， 似乎只 有一条 路可走 ，即用 “天朝 ”观念 与英方 
交涉。 时更 加不肀 的是， 他的 对手又 是极富 殖民经 验的璞 鼎査。 

中国 注定要 经受一 次新的 灾难。 

二 迈入 陷阱: 中英虎 门条约 

椏尽炫 糴的南 京条约 签字仪 式在英 舰皋平 甜 号上结 束后, 

英军鸣 放了礼 炮^ 全 权代表 璞鼎奄 心屮的 喜悦随 着礼炮 的轰鸣 

而阵 阵浦来 ，他已 经完成 了他的 使命。 

南京条 约的中 、英文 本都是 由英方 拟定的 ，包括 r 巴 麦尊训 

今中全 部 要求， 我在第 二章曾 提 到巴麦 啤颁下 的对％ 蒗约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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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不 妨将之 与南京 条约相 对照： 

1、 中国开 放广州 、厦门 、福州 、上海 、宁 波为通 商口岸 (条约 

第二款 中实现 h 

二 

、
 
英
 国可 在通商 口岸派 驻官员 ，并 与中国 官员直 接接触 

(条 约第二 、十一 款中实 现）。 

三 

、

 

割

 
让岛屿 (条 约第三 款中实 现）。 

四

、

 

 赔偿被 焚鸦片 （条 约第四 款中实 现）。 五 

、

 

废

 除行商 制度， 井赔 偿商欠 （条 约第五 款中实 现）。 

六 

、

 

赔

 
偿军费 （条 约第六 款中实 现）。 

七， 赔款分 年交付 ，未 付部分 以年利 百分之 五计息 （条 约第 

七 款中实 现）。 

八 

、

 

中

 
国皇 帝批准 条约后 解除对 华海上 封锁， 赔款付 清后英 

军 方撤离 
（条约 

第十二 
款中实 

现）。 

九 

、

 

条

 
约用中 、英文 书写; 文义解 释以英 方为主 （前一 项在执 

行 中照办 
，后 一项因 

清方官 
员不懂 

英文且 
条约中 

文本由 
英方拟 

定， 已无以 
英文解 

释为主 
之必要 

，故在 
条约中 

未载明 
十、 条约由 商国君 主批准 (条约 第十三 款中实 现）。 

由 此可见 ，璞鼎 査严格 遵守了 训令， 且 条约排 列顺序 也大体 

遵照 巴麦尊 草案的 规定。 

在巴 麦尊条 约草案 之外; 璞鼎查 还另加 4 款： 

一

、

 

 

释
放
战
 时
被
囚
 英
人
，
 即
 条
约
第
 八
款
。
 

二

、

 

 

赦免战 时与英 方交往 的“汉 奸”， 即 条约第 九款。 

三 

、

 

清

 

朝制定 并颁布 一部新 的海关 税则， 即条约 第十款 （此 

为巴麦 
尊条约 

草案中 
作为放 

弃割占 
海岛的 

五项交 
换条件 

之第二 项）。 

四 

、

 

两

国

 

官员平 等交往 .即 条约第 十一款 （巴 麦尊条 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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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此内 容, 但 训令中 有此精 神⑫乂 

可 以说， 璞鼎查 超额完 成了英 国政府 交予的 任务。 

南京 条约签 字时， 巴麦尊 因政府 更迭而 去职， 他看到 条约后 

在私函 中称为 “满意 的结果 新任 外交大 臣阿伯 丁伯爵 （Lord 
Aberdeen) —直 强调巴 麦尊先 前的训 令仍旧 有效， 收到条 约后， 

在训令 中表示 对璞鼎 査的工 作“深 为赞许 '并 “完 全认可 '⑩ 
此 时在璞 鼎查的 面前， 已不再 有丛山 峻岭， 仅 剩下两 宗遗案 

需要 处理： 

一
 

、

 

鸦

片

 

贸
易
合
 
法
化
。
 

巴
 
麦
尊
训
 
令
中
提
 
出
了
这
 
一
问
题
 
，
但
又
 

规定， 英国 政府“ 并不作 任何要 求”， 指示璞 鼎查利 用一切 机会和 
证据 ，劝说 清朝放 弃禁烟 法令。 ® 南京 条约签 字前后 ，璞 鼎查进 
行 了一系 列的游 说活动 。㉑ 据璞氏 后来的 报告， 耆英曾 做出保 
证， 清朝今 后将禁 烟范围 “局限 于本国 兵民” ，也就 是说， 不再对 
英国 鸦片贩 于采取 行动。 © 

二 

、

 

于

 

口税。 巴麦尊 训令对 此有明 确指示 © ，但由 于 谈判时 

间短促 
，更 兼英方 

对内地 
关税情 

况不明 
，因 而南京 

条约第 
十款对 

此 无明确 
规定： 

“英国 货物自 在某港 按例纳 税后， 即准由 中国商 人遍运 
天下 ，而 路所经 过税关 不得加 重悦例 t 只 可 估价则 例 若干， 

每两加 税不过 分。”  . 

在 具体数 额前空 了一格 。㉔此 即后来 作为南 京条约 附件的 “过境 

税声明 ”的由 来。® 
但是 ，当璞 鼎查收 到耆英 9 月 1 日发 出的十 二项交 涉的照 

会后 ，锐 利的眼 光一下 子发现 了新的 机会。 看来 他进行 了认真 
地研究 ，于9 月 5 日复 照耆英 :对其 照会中 本属中 国主权 或符合 

国 际惯例 ^ 无关紧 要者， 如第二 、四 、五 、六 、七、 十二项 予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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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对 于拱手 相让的 第八项 （治外 法权） 表示 欢迎； 对于不 符合南 

京条约 的第一 项予以 拒绝； 而对 于第三 、九 、十、 十一项 （内 容大 
多 为中国 主权或 内政) 或进行 辩解， 或设置 障碍。 无知的 耆英丝 

毫 没有意 识他将 本属清 朝可自 行决定 的事项 ，拿去 与英方 交涉， 

就潜 藏着需 由对方 点头的 意思， 就已经 损害了 自身的 权益。 

在璞鼎 査的复 照中， 有两点 须特别 注意。 

一
 

、

 

关

税

 

问
题
。
 

璞
鼎
査
 
明
明
知
 
道
曹
英
 
照
会
第
 
十
一
项
 
交
涉
违
 

反 了南京 条约， 但他没 有正面 拒绝， 反伪言 哄骗： 

“今本 公使以 已当两 囯中 人之委 ，详 论出 口入口 内地之 

饷税 ，毫 无偏性 ，乃 拊心言 明其所 念矣： 税之太 重者， 则走漏 

之弊 ，税之 太轻者 ，则 以为 不足算 .均所 不悦。 乃除 所须以 

资 用之外 ，有 盈溢归 帑之数 ，系所 心愿。 本公 使只俟 贵大臣 

等 ，由内 阁奉谕 ，以便 宜行办 ，则 图一吒 为面叙 各情。 本公 
使又在 粤东或 他处， 若 为便与 贵大臣 商议， 以 致此要 之案有 

着也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璞鼎 査在此 巧作“ 毫无傰 性”的 “中人 ”状， 引诱耆 英商谈 清朝可 
以自 行决定 的关税 间题。 因为 南京条 约规定 ，该 条约批 准且付 

清第一 笔赔款 ，英军 须退出 长江， 璞 鼎査深 知此类 谈判不 会速战 
速决， 提 议谈判 地点在 广东。 又为使 此谈判 具有法 律效用 ，提醒 

耆英 ，谈判 代表应 是“由 内阁奉 谕”有 “便宜 行事” 之权的 钦差大 
臣。 

二 

、

 

另

订

 
条约。 璞鼎 査

在
照
 会
结
尾
 提出： 

“其 （耆英 照会） 内 有数件 ，甚 属重要 ，应另 缮一单 ，附粘 
本约。 以便 太清大 皇帝、 太英君 主均准 施行。 此乃 本公使 

之 意见， 而贵大 臣等如 无异意 ，本 公使 即另写 一单， 以便为 

附粘也 。”  ® (重点 由引者 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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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 是说, 璞鼎 査要求 在南京 条约签 订后， 另与清 朝订约 T 旦新 

条约 由他来 起草。 

璞鼎査 在照会 中设置 了两个 陷阱。 他 的两项 提议即 “五口 

通商 章程: 海关税 则”和 “五口 通商附 粘善后 条约” （虎门 条约） 之 

由来！ 

中 英南京 条约的 性质是 和约。 按照当 时的西 方和现 时的世 

界所 通行的 战争法 惯例， 和 约一旦 签订， 两 国关系 即由战 争状态 
转入和 平状态 ，此后 战胜国 不得再 向战败 国提出 有关战 争赔偿 

的要求 ，提 出的 其他要 求也必 须符合 和约的 文字和 精神。 换言 

之， 此后清 朝完全 可以依 据南京 条约的 文字和 精神， 拒绝 英方没 

有和 约依据 的要求 ^ 可是， 这些 道理， 在“ 天朝” 里面， 又 有谁哓 

得呢？ 

耆英收 到璞鼎 査复照 的同时 ，也 收到了 道光帝 命其对 “一切 

紧要事 件”进 行“妥 议”的 谕旨。 交涉 本是他 的主动 行为， 按他的 

观念 （sr 天 朝”的 观念） ，根本 不可能 识破璞 鼎査的 诡计, 反感到 
英方已 接受了 他的许 多要求 ，并 为今 后的谈 判敞开 了大门 。比 

起先前 动辄以 炮轰南 京要挟 的姿势 ，璞鼎 査此时 的面孔 似显得 

可亲 可爱。 道光 帝谕旨 中的恳 切言辞 ，又 使他感 到臣子 的责任 

感。 他决 计努力 挽回清 朝的“ 权益'  在折冲 中施展 身手， 使中英 

关 系在战 后建立 在一个 结实可 靠的基 础上， 不留 后患。 

由于 资料的 缺乏， 我们不 太清楚 这一阶 段中英 谈判的 细节， 

但从 李星沅 日记中 看到： 

(9 月 17 日 r 至院 见石琴 （黄 恩彤 ，字石 琴> 书云 ：夷约 

十三条 （指 南京 条约） ，又有 十一条 

(9 月 30 日 r 至局 见石琴 致筲翁 （孙 善宝 ，浙 江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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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字 赏谷） 书 I 盛称逆 夷好礼 ，而 以慎重 办理妄 启猜疑 ，殊 

属荒谬 ，所续 议八条 ，亦 多将就 。”  ® 
黄恩 彤是此 时中英 交涉的 干员， 他 在信中 透露， 清 方先与 英方达 

成协议 十一条 ，后 又改为 八条。 

而耆英 9 月 20 日 的奏折 又大体 载明八 条协议 的内容 ，其中 

包括道 光帝特 别看重 的今后 商欠不 由官还 等项。 在该 折的最 

后 ，耆英 又称： 

“新设 五处马 头尤非 善后事 宜可比 ，必 应妥 为筹定 ，以 

期永久 安堵， 容臣等 同未尽 事宜悉 心详议 ，务 期周妥 ，另行 

具奏 。”  ® 
看来 耆英除 “善后 事宜” （即 八条 协议） 外， 又照着 璞鼎査 给他指 

明的方 向前进 ，准 备与英 方谈判 “五口 马头” （即 通商 五口） 有关 
事 宜了。 

道光 帝收到 该折， 对 八项协 议予以 批准， “ 俱著照 所议办 

理” ，另 下旨： 

“此 外有应 行筹议 事宜， 著耆英 等通盘 酌核， 悉心 妥商， 

切勿稍 留罅隙 ，致 兹后患 。”  ® 

尽管道 光帝还 不知道 耆英将 如何就 “五处 马头” 事宜与 英方交 

涉 ，却 巳批准 了他下 一步的 行动。 

至 1842 年 9 月底 ，清方 已付清 第一笔 赔款， 按照南 京条约 T 

英 国应当 撤军了 u 璞鼎 査于是 照会耆 英等人 ，提 醒他不 要忘记 

广东 谈判： 
诶 贵大臣 、都统 、部堂 抵粤后 ，再 行详晰 会议， 善定章 

程 ，将 来附立 和约， 以申 永好， 而 定通商 

9 月 29 日 ，璞鼎 査来到 南京城 h 正觉 寺辞行 ，耆 英又向 他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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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所有 税饷一 切事宜 ，俟 十月 （即 公历 11 月） 到粤后 ，再行 

妥议 ：’㉛  ， 
从 10 月 2 日起 ，英军 由南京 逐步退 出长江 ，入 海南下 广东。 

为此而 松了一 口气的 耆英， 于 10 月 13 日 一下子 上了五 道奏折 

和两份 夹片。 明 明是他 未经请 旨擅允 英方广 东谈判 的提议 .他 

却援引 5 个月前 道光帝 命其由 杭州南 下广州 的谕旨 ，要 求批准 

他携带 钦差大 臣关防 ，前往 广州将 军本任 ，燁 续与 英方“ 申明要 

约” ，妥 办“五 处马头 通商事 宜”。 在这 一大堆 折片中 ，有 一道奏 

折颇 有意思 ，透 露出耆 英对未 来条约 程式的 设想： 

臣等因 所议各 条均关 紧要， 一 经颁给 御宝， 转难 更易， 

是以 允候请 用后赍 赴广东 交绐。 查现 在夷船 业经全 数退出 

1 长江 ，应即 前赴广 东分帮 回 国。 臣等 谨按照 尺寸， 备有黄 
纸 ，敬 求赏用 ，仰 恳随折 发下， 以 便原弁 赍回， fe 明臣 耆英、 

臣伊里 布行抵 何处， 即交臣 等捧赴 粤东。 令 该夷等 将和约 

内应 行添注 之处, 遵 旨详细 写明， 再将原 奉谕旨 ，俱 著照所 

议办 理七字 ，敬谨 节录黄 纸之上 ，御 宝之前 ，冠 列首页 ，用昭 

信用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我在档 案馆最 初看到 此折时 ，如 坠云雾 之中。 “御 宝”指 加盖国 

玺 之事， “按 照尺寸 ，备 有黄纸 ”当为 按照条 约签字 文本的 尺寸准 

备加 盖国玺 的黄纸 ，“冠 列首 页”指 加盖国 玺的黄 纸列入 条约签 
字文本 首页。 有迹 象表明 ，南 京条约 的签字 文本并 未进呈 朝廷， 

耆英 只送了 钞件， 因而这 一切似 不难理 解3® 但是， 耆英 让英方 

“详细 写明” 的“应 行添注 之处” （即 条约 签订后 双方的 协议） 又该 

写在 何处？ 而“应 行添注 ”的内 容与“ 黄纸” “御宝 ”又有 何关系 

呢？ 
当 我读到 耆英为 此事专 给军机 大臣的 咨文时 ，方 可明白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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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黄 纸一副 ”外， 耆英还 同时送 去了“ 贴说一 纸”。 © 原来， 他打 

算让“ 添注” 的内容 写在“ 贴说一 纸”上 ，再 与南京 条约签 宇文书 

粘为 一体。 

道光 帝谕令 “添注 '璞鼎 查提议 “附粘 '耆英 准备了 “贴说 

一纸'  尽管耆 英仍使 用“添 注”的 说法， 但在 做法上 与“附 粘”更 
为 接近。 

由此看 来， 耆英 奏折中 “所议 各条均 关紧要 ，一 经颁给 御宝， 

转难 更易” 一语， 应当理 解为， 一旦 英方获 得南京 条约盖 玺的批 

准文本 ，就 可能使 对条约 内容有 所“更 易”的 “所议 各条” （即 已商 

定的 八条协 议和即 将开始 的广东 谈判） “转 难”。 老奸巨 滑的璞 
鼎査又 不知施 展了何 种手段 ，使得 本应英 方谋取 的新约 ，成 为耆 

英 亟欲猎 取之物 ：只有 英方“ 详细写 明”“ 添注之 处”后 ，方 可获得 

“冠列 首页” 的“黄 纸”。 

在 “天朝 ”中， 耆 英绝不 是愚笨 拙劣的 人士， 但 在中英 交涉中 
表 现出来 的颟顸 ，使人 感到， 他已迈 入陷阱 却自以 为走向 光明。 

熟 悉道光 帝脾气 的人都 知道， 他在 战争期 间积郁 的怒气 ，战 

后 必有一 次大的 宣泄。 果然 ，他 收到耆 英奏折 ，得 知英军 已退出 
长江 ，便 首先向 两江总 督牛鉴 开刀， 下令革 职拿京 ，罪名 是对长 

江防御 未尽早 部署。 

尽管从 军事史 的角度 来看， 牛鉴 无罪， 但从当 时官场 的游戏 

规 则来说 ，牛 鉴必有 此惩。 开 战以来 ，广 东已办 了两入 (林 则徐、 

璋善） ，福建 亦两人 （邓 廷桢 、颜 伯焘） ，浙 江三人 （乌 尔恭额 、伊里 

布 、余步 云）， 江苏 还不应 当奉献 出一只 盖羊？ 
道光帝 没有同 意耆英 去广东 ，而是 命其留 在南京 ，继 牛鉴出 

任两江 总督。 这非为 对耆的 不信任 。自 口98 年 宜兴在 江苏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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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任上 被革后 I 宗室 不放外 任已成 惯例。 守成的 道光帝 此次破 

例 ，是出 于对两 江一职 的格外 看重, 说明他 的思想 由战时 转为平 

时。 这 与他先 前在广 东禁烟 紧要关 头调林 则徐至 两江的 情形， 

十分 相似。 

按 照耆英 的奏折 ，广东 谈判由 他和伊 里布共 同负责 。 道光 

帝似 乎不太 看童这 次谈判 ，让伊 里布一 人赴粤 ，也 将耆英 的官、 

差转给 了伊， 只是 让耆“ 通盘筹 画”后 向伊交 待清楚 即可。 从谕 

旨的文 字来看 ，他 也不太 清楚这 次谈判 的意义 ，仅 称“办 理饷税 

(即 关税） 及一 切通商 事宜” 。㉔这 与耆英 奏折中 的措辞 完全一 
致 ，也与 璞鼎査 的心愿 暗合。 

道光 帝已为 耆英所 左右， 而耆 英又被 璞鼐查 牵着鼻 子走。 

伊里布 此时由 四品卿 乍浦副 都统一 跃为钦 差大臣 、广 州将 

军。 10 月 21 日奉 旨后， 由浙 、赣南 K， 于 1843 年 1 月 19 日到 

达 广州。 他是 鸦片战 争中获 罪官员 开复重 用的第 一人。 

可是， 在此 期间， 接连发 生了三 件事： 

一是 璞鼎査 得知耆 英改放 两江， 恐广东 谈判不 能如其 心愿， 

便提出 异议， 经一番 解释后 ，方 认可了 伊里布 的谈判 资格。 

二是台 湾奉旨 杀英俘 事件， ® 闹得几 至决裂 ，结 果清 方派大 

员调査 ，将台 湾军政 官员逮 问解京 ，才算 平息。 ® 

三是 1842 年 12 月 7 日广 州民 “夷” 纠纷， 民 众火烧 英国商 
馆 ，最后 以赔银 子了事 

在这些 交涉中 ，璞鼎 査步步 紧逼， 言辞 激烈， 为了安 抚这些 

桀骛不 驯的“ 逆人” ，不 致再启 衅端， 沿海各 省疆吏 乃至道 光帝左 
遮 右挡， 防不 胜防。 在这呰 事件的 阴影下 ，清朝 h 下似乎 已经忘 

记了广 东谈判 本是为 了挽回 某牲“ 权益” （尽 管尚 不知真 正的权 

益之所 在）， 而是不 明不白 地转向 追求民 “夷” 相安的 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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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夷 ”相安 ，即 中外在 各通商 口岸相 安共处 f 这确实 是一种 
良好的 愿望。 但如 何让宗 教信仰 、价 值观念 、行为 准则截 然不同 

的 人们相 安共处 ，又 是清朝 官员难 以琢磨 之事。 由于不 懂国际 

惯例， 在许多 事务上 他们似 乎听任 英方的 摆布。 尽管谈 判涉及 

的 范围极 其宽泛 ，但从 清方主 要谈判 代表黄 恩彤的 回忆录 来看， 

只 有两件 事引起 其重视 而留下 记载： 一是废 除行商 ，这在 南京条 

约中已 有规定 .然 行商 的取消 ，意味 着作为 广东官 员大宗 收入陋 

规 的顿减 ，由此 引起的 震荡不 亚于今 日机关 发不出 工资。 二是 

关 税税率 ，清方 自以为 计的对 策是大 宗货物 加增， 冷僻 货物议 

减， 以保 证国家 充裕。 ® 看不 出他们 对英方 暗中拟 定的“ 值百抽 

五 ”原则 （已 是当 时世界 上最低 税率） 有何 感受。 至于英 方提出 
的花样 百出的 条文， 病入膏 肓心力 憔悴的 首席代 表伊里 布既不 

明 白， 也不想 弄明白 ，曾 向黄恩 彤密授 机宜： 

“洋 务只可 粗枝大 叶去画 ，不必 细针密 缕去缝 。”  ® 
至 1843 年 3 月 5 日， 伊里 布终于 在广州 病故。 

英国全 权代表 璞鼎査 不愿眼 看煮熟 的鸭于 再飞走 ，扬 言驾 

舰 北上， 与两江 总督耆 英继续 谈判。 英方 这种指 定谈判 对手的 

做法 ，也是 他们对 清朝官 僚集团 的一种 分析。 道光 帝闻此 ，干 4 

月 6 日授耆 英为钦 差大臣 ，前 往广东 ，“办 理通商 饷税章 程”； 并 

对伊里 布赐恤 “ 追赠太 子太保 衔”， “ 任内一 切处分 悉予开 复”， 

为这 位老臣 作彻底 平反。 ® 

耆英于 4 月 17 日由南 京起程 ，但 到达 广州尚 需时日 ，为了 

稳 住璞鼎 查不致 北上, 黄恩彤 向英方 提议， 可就当 时最棘 手的关 

a"
 

税税率 重开谈 判。® 璞鼎査 闻此不 免喜出 望外。 于是 ，谈 判地点 

由 广州转 至香港 ，而 站在黄 氏对而 的是曾 在大鸦 片商查 顿手下 

做事 ，深悉 中英贸 易环节 ，时任 璞鼎查 中文秘 书的罗 伯聃。 
507 



黄 恩彤， 山东宁 阳人， 1826 年 进士， 在刑部 做过主 事等官 o 

1839 年 授江苏 盐道。 1842 年 7 月， 即江苏 战场最 危急时 ，迁江 

苏按 察使， 未久署 江宁布 政使。 他 的出场 ，非常 偶然。 先是朁 

英 、牛鉴 嫌张喜 等微末 员弁， 拟派大 吏出面 ，而本 应充任 的江宁 

知 府犯有 口吃， 便 让黄出 为谈判 代表。 这 位年轻 官员的 表现， 也 

引起了 英方的 注意： 

“黄 恩彤年 约三十 七八岁 （实 际为 41 岁） ，是中 国最为 

重要 的将要 起来的 政治家 之一。 他的 举止言 谈是一 个十足 

的 绅士。 即在 英国， 我还不 记得曾 经遇到 这样举 止优雅 ，恭 

而有礼 ，文质 彬彬的 君子。 他同外 人接触 ，不 卑不亢 ，恰如 

其分 ，和 其他中 国人， 颇不相 同。” © 
这 里讲的 是他的 风度， 非为评 价其智 慧， 况 且英方 对谈判 对手的 

欣赏， 亦 有其利 益角度 ，有时 也可以 反过来 理解。 

南京 谈判结 束后， 由耆英 提议， 黄恩彤 奉旨前 往广东 ，作为 

伊 里布对 外交涉 的助手 ，后来 又成为 耆英的 助手和 谋士。 可以 

说， 中英虎 门条约 及以后 的中美 、中法 条约的 具体谈 判工作 ，主 

要是 由他负 责的。 

黄恩 彤是个 聪明人 ，悟 性很强 ，但他 的个人 经历和 知识结 

构， 决定其 对国际 法则的 无知， 因而不 可能是 罗伯聃 、马 儒翰的 

对手。 怎 能指望 他保住 中国的 权益？ 

耆英于 6 月 4 日赶 至广州 ，6 月 23 日 ，他由 黄恩彤 等人陪 

同 ，前往 香港。 次日起 ，与 璞鼎査 会谈。 6 月 26 日 ，中英 南京条 

约批 准文本 在香港 互换。 6 月 28 日 ，耆 英一行 由香港 回到广 

州。 至此 ，中 英有关 事宜已 经基本 谈妥。 

此后 的事情 发展， 以今 人的眼 光观之 ，就不 免有些 怪诞: ̂ 

7 月 12 日， 朁英上 了一折 两片， 向道 光帝报 告香港 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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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 情况， 声称已 与英方 达成海 关税则 ，并 据伊里 布先前 怍出的 

承诺 ，同意 英方于 7 月 27 日 （夏历 七月初 一日） 按 新定章 程“贸 

易输 税”。 可是 ，音英 并没有 随奏附 呈新迖 成的海 关税则 ，反而 

称： “若 必待会 奏条例 ，奉部 议复后 ，再准 开市， 总在 七月之 

后 ，倘 此一月 内 货船驶 集日多 …… 恐夷 情或有 变更， 所关匪 

ifflo 查现 定税则 …… 将来 部议似 亦不致 驳诘。 与其 迟行一 

月虑生 反侧， 何如早 行一月 俾知感 戴。” 
曾 为户部 堂官深 知其中 吏员刁 难利害 的耆英 ，为 使海关 则例能 

在部议 中顺利 通过， 不惜先 造成事 实再送 条约文 本， 这在 实际上 

剥 夺了部 议驳诘 之权。 道光帝 朱批： “所办 可嘉” ，深得 大臣之 

体。， 
7 月 22 日， 璞鼎査 在香港 率先公 布了中 英“五 口通商 章程： 

海关 则例” ©。 两天后 ， 24 日 ，耆英 上了四 折一片 ，附以 条约全 
文 道光帝 8 月 11 日 收到后 ，下 令军机 大臣会 同户部 核议。 8 

月 16 日 ，据穆 彰阿等 人的核 议予以 批准。 9 月 7 日 ，耆 英收到 

批件。 © 可该 章程已 实行了  42 天！ 

耆英 7 月 24 日 奏折中 ，附 有一片 ，谓： 

“ 伏查条 约为信 守之凭 ，诚 如圣训 ，所关 匪细。 前此伊 
里布 到粤后 ，将 最紧要 之该夷 船只止 准在五 D 贸易， 不准驶 

往他处 ，及 以后商 欠不求 代为宫 还二事 t 与该 酋璞鼎 查再三 

要约明 白^ 迨奴 才来粤 ，连同 黄恩彤 、咸 龄亲 赴香港 ，面与 

璞鼎 查重申 前约。 因 上年在 江南所 议条约 十三条 （南 京条 

约）， 业已盖 用钦差 大臣关 防暨该 酋戳记 ，装订 成册， 已无余 

页可 添注。 且 尚有未 尽事宜 ，必须 一并要 约明白 ，立 定条 
约 ，以 免将来 藉口。 现与该 酋议明 ，汇 齐将应 行添注 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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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立一册 ，仍 照前盖 用关防 戳记， 与前议 条约一 并存贮 ，以 

昭信守 。” （重 点号 为引者 所标） 

由 此可见 ，耆英 完全同 意了璞 鼎査另 订新约 的要求 ，并以 “无余 

页 可添注 ”为由 ，否 定了道 光帝“ 添注” 的指示 ，也 放弃其 先前的 

“ 贴说” 设想。 在 此片中 ，耆英 还称： 

“ 现在所 议条约 一册， 统 俟璞鼎 查将戳 记钤用 前来 ，再 
行缮 录清单 ，恭 呈御览 

这就 是说， 耆英准 备先签 订条约 t 再进 呈条约 文本， 而且 是仅供 

“御 览”。 

从伊里 布离开 南京， 至 耆英签 订新约 ，共有 将近一 年的时 

间。 但 我在档 案中找 不到伊 、耆就 新约的 具体内 容向道 光帝请 

旨的 奏折。 我不 知伊、 耆为何 如此独 行专断 ，也不 知他们 如此行 

事是 否合乎 清朝的 规矩。 但是， 可以肯 定地说 ，伊 、耆此 时不再 

享有“ 便宜行 事”的 权力。  . 

10月 8 日 ，耆英 与璞鼎 查在虎 门签订 了“五 口通商 附粘善 

后 条约” ，又 称虎门 条约。 先 前公布 的“五 口通商 章程： 海关税 

则”， 也作为 该约的 附件正 式成立 十二 天后， 10 月 20 日， 耆英 

才将 条约文 本附奏 进呈。 11 月 7 日 ，道光 帝收到 条约令 军机大 

臣 议复。 11 月 15 日， 道光帝 据穆彰 阿等人 的核议 ，同意 “照所 

议办 理”， 但又指 出香港 通市一 节“不 免有逾 越之弊 '责 令耆英 

“再 行悉心 妥议具 奏”。 ® 此时* 耆 英已完 成广东 谈判， 正 返回其 

南京两 江总督 任所, 行至广 东曲江 ，收到 该谕旨 ，急 忙上奏 辩解。 

道 光帝只 能不了 了之。 @ 

“天朝 ”稀里 糊涂地 接受了 一项新 的条约 ，自 己在脖 子上套 
上一道 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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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虎 门条约 ，即 “五 口通商 附粘善 后条约 ”共有 16 款 ，另 

附“小 船定例 ”3 款； 其附件 “五口 通商章 程：海 关税则 ”共有 15 
款， 另对 26 类货物 税率作 出规定 从条 款数目 和文字 篇幅来 

看， 已是南 京条约 的数倍 ，其内 容主要 针对五 口通商 、废除 行商、 

新定 税则诸 事务。 其 中很多 条款确 也符合 当时西 方和今 日世界 

通行的 惯例。 就此意 义上讲 ，璞 鼎查、 马儒翰 、罗 伯聃作 了伊里 

布 、耆英 、黄 恩彤的 老师。 但这些 老师同 时也是 骗子， 他 们在传 

授国 际知识 的同时 ，夹杂 着一整 套的诈 骗术。 这里 ，举 一个例 
子， 最能反 映该条 约特点 的是第 六款. 载明： 

“广州 等五港 P 英 商或常 川居住 ，或不 时来往 ，均 不可 
妄到乡 问任意 游行， 更不可 远入内 地贸易 ，中 华地方 官应与 

英 国管事 官各就 地方民 情地势 ，议定 界址， 不准 逾越， 以期 

永 久彼此 相安。 凡系水 手及船 上人， 俟管事 官与地 方宫先 

行 立定禁 约之后 ，方准 上岸。 倘 有英人 违背此 条禁约 ，檀到 

内地远 游者， 不 论系何 品级， 即 听该地 方民人 捉拿， 交英国 

笹事 官依情 处罪， 但该 民人等 不得揸 自殴打 伤害， 致伤和 

好。”  ® (霣点 为引者 所标） 
这 是根据 清方的 要求而 写入条 约的。 按照国 际惯例 ，清 朝不开 

放的五 口以外 地区本 属内政 ，可 以国内 法自行 定之。 深 悉此理 

的英方 ，因此 同意将 此项载 入条约 ，却 又作 了手脚 ：一是 五口的 

开 放范围 要由双 方“议 定”， 清 朝无权 作圭; 二是违 禁英人 的处治 

由英方 决定。 特别 是“不 得揸自 殴打伤 害”一 段文字 ，使 得这项 

原本 由英方 押的不 准英人 至内地 游历的 禁令， 一下子 成了清 
方出 具的保 证违禁 英人不 受伤害 的承诺 。 清方 的要求 经谈判 

后 ，性 质发生 逆转。 

综合中 英虎门 条约及 其附件 ，我 们可以 认定， 清朝至 少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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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 项重大 权益： 

一 、关税 自主权 南 京条约 中文本 第十款 规定： 

各 通商口 岸“应 纳进口 、出 口货税 、饷费 ，均 宜秉 公议定 
则例， 由 部颁发 晓示， 

这段 话的意 思不太 清楚， 主要是 “秉公 议定” 一语， 后人亦 有将此 
误解 为协定 关税的 依据。 其实 不然。 查该约 英文本 ，此 款文句 

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  *  ■  *  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hlicly 

notic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⑭ 

直译 为现代 汉语， 当为： 

“中国 皇帝陛 下同意 在所有 通商口 岸制定 一部公 平的、 

正 式的进 出口关 税和其 它费用 的则例 ，该 则例将 公开颁 

布' 

由 此可见 ，“秉 公议定 ”一语 是指清 政府在 制定新 的关税 则例时 

应秉 以“公 平”的 原则。 南京 条约的 这一条 款完全 符合巴 麦尊的 

训令。 © 据此， 清政 府只需 制定一 部“公 平”的 关税则 例即可 。其 

制定权 和公布 权完全 属于清 政府。  - 
前引 耆英十 二项交 涉的照 会指出 ，新开 各通商 口岸的 税率， 

“照粤 海关输 税章程 ，由 户部 核议遵 行”。 “由 户部核 议”， 并不违 
反南京 条约， 因为户 部本是 清朝主 管经济 的职能 部门， 更 何况条 

约中 文本还 规定， 新定关 税则例 应由户 部“颁 发晓示 、但 “照粤 

海关 输税章 程”则 违反了 条约， 因为 该约中 、英文 本都明 确规定 
须制定 新例。 这 反映出 ，耆 英在与 英方交 涉时, 竟 连刚刚 签订的 

南京 条约都 没有认 真进行 研究， 或者 干脆看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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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鼎 查对耆 英的提 议不是 依据条 约加以 拒绝， 或说 明条约 

让 清政府 照办， 时 是诱之 谈判。 不 消说， 谈判 关税的 做法， 本身 

就违反 了南京 条约。 耆英 等人由 此步入 陷阱。 在 广东谈 判中， 

伊里布 、耆英 、黄 恩彤认 为耗时 最多、 最费心 思的关 税交涉 ，若比 

起今 日之乌 拉圭回 合又可 谓无比 神速和 顺利。 结果 ，谈来 谈去， 

谈出 个棉花 进口每 担征银 4 钱 ，茶叶 出口每 担征银 2. 5 两 (均比 

以前 增加） ，便自 以为得 计， 连忙向 道光帝 报功。 他们丝 毫没有 

意识到 ，他 们与 英方议 定的“ 五口通 商章程 :海关 税则” ，将 26 类 
160 余# 货物 税率用 两国协 定的方 式规定 下来， 清政府 也就从 

此承担 了相应 的条约 义务， 从而在 实际上 丧失了 单独改 变税率 

的 权力。 

亲手 拟就南 京条约 完全明 悉条约 内容的 英方, 为 其利益 ，在 

践踏 条约时 也毫无 顾忌。 这 不仅表 现在制 定权上 ，而且 表现在 

公 布权上 ，尽管 他们又 用南京 条约处 处卡箝 清方。 

二、 对英人 的司法 审判权 早在 鸦片战 争前, 对华商 务总监 

督 义律即 以中英 法理不 同为由 ，拒绝 将被控 杀人罪 的英人 ，交予 

中国司 法当局 审判。 巴 麦尊训 令提出 ，条 约内应 有英国 自行设 

立法庭 独立审 判英人 的规定 ，但又 指示， 若清政 府同意 割让海 

岛 .条 约内可 不提此 要求。 ® 由此 ，南 京条约 对此并 无任何 规定。 

前 引耆英 照会第 8 项， 白白将 对英人 的司法 审判权 拱手相 

送。 究 其原因 ，自然 是中英 司法纠 纷一直 是双方 长期争 执的难 
点 ，是可 能引起 衅端的 祸患。 耆英 打算让 英官管 束英民 来避免 

纠纷， 殊 不知后 来事与 愿违， 领 事裁判 权恰是 19 世纪西 方列强 

制造衅 端的主 要借口 之一。 

从某 种意义 上讲. 耆英 的提议 也并非 全系是 独创。 1689 年 

中 俄尼布 楚条约 （拉丁 文本第 2 条，满 文本第 4 条 ，俄 文本第 6 



条）、 1727 年恰克 图界约 （第 10 条〉、 1768 年修 改恰克 图界约 

第 10 条、 1792 年恰克 图市约 （第 5 条） 都 有两国 民人由 其本国 

官 员定罪 惩处的 规定。 但 中俄之 间的情 况与中 英大不 相同， 

当时中 俄间坷 法实践 主要针 对两国 的逃人 、逃犯 和越境 作案的 

罪犯 ，从 某些方 面来看 ，有些 类似今 H 世界 逋行 的罪犯 引渡姦 

约。 ㉗而 耆英的 做法完 全破坏 了中俄 条约中 的合理 因素。 他没 

有要 求对在 英及其 殖民地 （如 香港） 被 控华人 的司法 审判权 ，仅 

要求将 逃往香 港及英 船的中 国罪犯 ，交 坯清 方审理 ，这 就完全 

不对 等了。 

璞鼎査 对耆英 的提议 不免喜 出望外 ^复 照中大 为赞扬 /‘足 

表 贵大臣 求免争 端之实 心矣'  并具体 提议： 

“嗣 后应如 所议。 除两国 商民相 讼小衅 ，即 由地 方官与 

管事官 （英国 领事） 会同查 办外， 所有犯 法讨罪 重端者 ，英人 

交 本国总 管审判 ，华民 交内地 大官究 惩。” ©  . 

由此， 中英 虎门条 约的附 件“五 口通商 章程： 海关税 则”第 13 款 

规定： 
“倘遇 有交涉 词讼， 管事 官不能 劝息， 又不能 将就， 即请 

华宫 会同查 明其事 …… 其英 人如何 科罪， 由英 国议定 章程、 

法律 ，发 给管事 官照办 。” 
这就 将在华 英人完 全置于 中国法 律体系 之外， 置 于中国 司法审 

判权之 外了。 

三 、片 面最惠 国待遇 巴麦尊 训令中 曾 提到片 面最 惠国待 

遇 ，但又 指示， 若 清朝同 意割让 海岛， 条约内 可不提 此要求 

1840 年义律 与琦善 谈判时 ，也 提出过 类似的 要求。 ©南 京条约 

的签订 ，使英 国获得 了远胜 于他国 的权益 ，因 而该 约对此 并无规 



前引耆 英交涉 照会第 10 项, 表示只 准英国 在福州 等新辟 4 

口通商 贸易， 而对他 国前往 4  口的 要求， 由英 方出面 “讲解 ”以劝 

阻。 璞 鼎査拒 绝了这 一提议 ，复照 中称： 

“大 皇帝恩 准他国 ，均赴 粤东外 之四港 D  —例 贸易 ，系 
英国 所愿， 毫 无靳惜 ， 

璞 鼎査如 此作复 ，是遵 照本国 政府的 训令。 © 

南京条 约签订 后美国 与法国 的活动 ，使 耆英 看出无 法阻止 

美、 法前往 福州等 4  口贸易 ，准备 予以美 、法同 等权利 。© 此时他 

的心情 ，与 当初恰 好相反 ，惟 恐英方 会阻止 4  口向他 国开放 ，便 

要 求将璞 鼎查复 照中“ 毫无靳 惜”一 语明载 条约。 由此， 中英虎 

门 条约第 8 款称： 

“向来 各外国 商人止 准在广 州一港 口贸易 ，上 年在江 _南 
曾经议 明，如 蒙大皇 帝恩准 西洋各 外囯商 人一体 赴福州 、厦 

门 、宁波 、上 海四港 口贸易 ，英国 毫无靳 惜。” 
这 实际上 是通过 条约形 式宣布 ，英 国将不 反对他 国前往 新辟通 

商口岸 贸易。 这 么做虽 不合国 际惯例 ，尚 与中国 无害。 

可是 ，就在 中英条 约签字 前，英 方送来 的条约 文本中 ，在此 

条款 后加了 段“但 书”： 

“但 各国既 与英人 无异， 设将来 大皇帝 有新恩 施及各 

国， 亦准英 人一体 均沾， 用示平 允。” 

这实际 上提出 了片面 最惠国 待遇的 要求。 为使这 一要求 能从清 

方顺利 通过, 英 方不惜 在条约 中文 本措辞 上表汞 卑顺, 装 扮成一 

副领 受“圣 恩”的 模样。 

耆 英自然 看不透 英方的 诡计。 他 从“天 朝”大 皇帝的 视角出 

发 ，“怀 柔远人 ”当应 “一视 同仁” ，“ 用示平 允”； 他又 从“天 朝”臣 

子的视 角观察 ，设 或英 “夷” 或他“ 夷”频 频向大 皇帝请 求“恩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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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成何 体统。 于是 ，在英 方的“ 但书” 之后， 他又 加了一 段“但 

书”： 
“但英 人及各 w 均不 得借 有此条 ，任 意妄有 请求， 以昭 

信守 。”  r 

由 国际法 的角度 来看此 条款的 3 项 内容， 可以 认定： 第一项 

毫 无必要 ，清朝 与他国 打交道 t 可以也 不应与 英国商 其第三 

项无约 束力， “ 任意妄 有”这 类情绪 性的语 词没有 准确统 一的解 
释； 只有 第二项 才是真 实的。 英国的 计谋成 功了。 耆英 又上了 
一当。 © 

四、 英親进 泊通商 □岸权 前引 耆英交 涉照会 第三项 ，要求 

英舰 不得进 入各通 商口岸 ，这是 完全正 当的。 但 从国家 惯例来 

看， 此事不 必进行 交涉， 完全 可用国 内法决 定之。 

狡诘 异常的 璞鼎査 ，却从 交涉本 身看出 此中的 机会, 复照中 

称： 
“君 主水师 之船， 以为管 束本民 ，必 常有小 等数只 ，隨时 

来 往各口 管押 © 

用本 国军舰 来“管 束”在 他国的 侨民, 理由实 属荒谬 ，但一 心希望 

英官 “管束 ”英民 的耆英 看来， 这一说 法又成 为合情 合理的 方法。 
于是， 中 英虎门 条约第 10 款 规定： 

“ 凡通商 五港口 ，必有 官船一 只在彼 湾泊， 以便 将货船 

水手严 行约束 ，该管 事官亦 即籍以 约束商 人及属 国商人 。” 

由此， 在“约 束”侨 民的幌 子下， 各 通商口 岸成为 英舰自 由 往来的 

码头。 后 来的事 实说明 ，英舰 并未被 其外交 官用以 “约束 ”本国 

侨民 和水手 ，反 成为手 v 中随 时向淸 朝施加 压力的 工具。 又由于 

这一 规定， 在此后 的中外 战争中 ，各 通商口 岸成为 清朝无 法设防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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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四项， 乃是 中英虎 门条约 及其附 件损害 中国权 益荦荦 

大端者 ，此 外还 有细碎 多项， 如 引水权 的丧失 、海 关验货 权的分 

割 等等， 这 里就不 一一 详 论了。 

中 英虎门 条约及 其附件 是一项 不平等 条约。 它给中 国带来 

的损害 ，不 亚于南 京条约 ，从长 久来肴 ，还甚 于南京 条约。 南京 

条约规 定五口 开放， 既有 损害， 又是 机会, 但 在关税 不自主 、领事 

裁判权 、片 面最惠 国待遇 、军舰 自由出 入诸规 定下， 开放 必伴生 

太多的 灾难。 可 此项不 平等条 约却是 在战后 两国“ 平等” 相商缔 
结的 P 

依据古 今中外 的法学 原理， 诈骗 的定义 应是， 利用对 方对某 

些知识 或己方 权益的 无知而 侵占其 利益， 英方的 行径与 诈骗无 

异。 道光帝 “添注 ”旨令 ，耆 英交 涉照会 ，展现 了他们 的无知 ，成 
为璞 鼎查施 展骗术 的大好 时机。 

然而 ，我们 今天所 做的批 判与检 讨， 已经离 开了“ 天朝” 
氛围 ，与 当时人 、当 事入有 历史的 隔膜。 谈判、 签订条 约的耆 

英、 伊里布 、黄 恩彤， 审核、 复议条 约的军 机大臣 、户部 等部堂 

官们， 及最后 批准条 约的道 光帝， 对 亲手出 让的权 益都没 有丝毫 

的 觉察。 传 统的“ 天朝” 观念， 遮挡了 他们的 视野， 近代 国际知 

1R 的缺乏 ，又 使之看 不见认 不清真 正的国 家利益 和民族 利益之 

所在。 

正因 为如此 ，就 在中英 虎门条 约签订 后不久 ，耆英 、黄 恩彤 

召见 美国领 士福士 （Paul  S.  Forbes)、 法国 领事拉 地蒙冬 （BenoU 

-  Ulysee  Ratti 〜 Menton ) ，“宣 布皇 恩”， 准许美 、法 商人 前往开 

辟 口岸 贸易， “一 切章程 悉照英 吉利办 理”!  ® 

可是， 事 情并未 到此而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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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等价交 换”？ 中美望 厦条约 @ 

—1 

作 为大洋 彼岸新 兴的工 商国， 美国对 世界市 场变化 的敏锐 

可 谓异乎 寻常。 当大英 帝国的 战舰出 现在中 国海时 ，合 众国的 

商人和 政治家 立即意 识到， 东方出 现了不 应放弃 的贏利 机会。 

即 使在战 争期间 ，美国 便派加 尼（ I^wrence  Kearny ) 司令率 

东印 度舰队 来华， 其任务 有二： 一是战 时护侨 ，二 是制止 美船走 
私 鸦片。 1842 年 4 月加尼 到达广 州后， 对此两 项任务 均未执 

行, @反 得知战 争结束 、南京 条约签 订便展 期回国 ，径自 致函两 

广总 督祁烦 ，要求 最惠国 待遇。 祁 烦一面 上奏， 一 面答复 加尼， 

待钦差 大臣伊 里布到 粤后“ 再行办 理”。 @ 
道光 帝得知 此讯后 ，对美 方的要 求全然 拒绝， 12 月 12 日谕 

令伊 里布： 

“ 总当循 照旧章 ，不可 有所更 改。” 

“倘 敢觊觎 设立马 头等事 ，务 即剀切 谕止， 断不 准稍有 
迁就。 总期于 怀柔远 人之中 ，示以 天朝定 制， 俾无滋 生事端 

为要 

很显然 ，尽管 英国已 扯破“ 天朝” 的帷幕 ，道 光帝仍 欲对其 他国家 

坚持 # 天朝 定制” ，但 又提出 了不准 “滋生 事端” 的先决 条件。 

就在 此时， 一些性 急的美 商等不 及新口 岸开放 ，驾船 北上宁 

波等处 （比 英商 还早） 新 辟生财 途径。 此一突 然行为 ，在 新败未 

久 惊魂未 定的地 方官及 朝廷， 引起 一阵紧 张情绪 

针对 这一新 情况， 正在途 中的伊 里布在 广东南 雄出奏 ，对道 
光 帝的旨 令表示 异议。 他声称 ，美 英早有 勾通， 旦服饰 船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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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若 美商打 着英国 旗号前 往新辟 口岸， 岂不 “德在 英囯， 怨在中 

国？ _ ’这 位油滑 的老臣 没有提 出对策 9 仅称 待其到 粤后与 广东督 

抚商议 ，然 后“ 会奏请 旨遵办 实际上 ，伊里 布已有 腹案。 
两江总 督耆英 因美船 北上事 ，收 到了 道光帝 内容相 同的谕 

旨 。◎他 也上 奏反对 ，理由 与伊里 布完全 相同。 所 不同者 ，他没 

有吞吞 吐吐， 而 是明确 表态：  . 

“ 法穷则 变。 与 其谨守 旧章致 多棘手 ，莫 若因势 利导， 

一视同 仁。” 
这篇 1843 年 1 月 3 日付驿 的奏折 ，透 露出 耆英与 伊里布 在南京 

时就 讨论过 对策。 ©他 们已经 感到， 南京 条约后 清朝已 守不住 

“天朝 ”旧制 ，“ 一视同 仁” 是他们 烛理战 后中外 关系的 原则。 
道 光帝收 到耆英 、伊 里布奏 折后， 态度 180 度 转弯， 称伊里 

布所言 “不为 无见” ，命耆 、伊函 商对策 ，即 授权耆 、伊 处置。 @而 

耆 、伊的 担心又 转化为 英国允 不允他 国沾利 ，璞鼎 查的“ 毫无靳 

惜 ”之承 诺会否 变卦。 此又 演化为 中英虎 门条约 最惠国 条款之 
由来。 

伊里布 亡故。 耆英 继任。 中英虎 门条约 签订。 而加 尼早在 

1843 年 4 月 园囯。 耆英召 见新任 美囯领 事福士 ，庄 严宣 布“皇 
恩'  但这 位与旗 昌洋行 、鸦 片走私 颇有瓜 葛的外 交官， 反宣布 

了 一项让 耆英震 惊的消 息：美 国全权 委员顾 盛（ Caleb  Cushing) 
携带 国书已 在来华 途中， 准备进 京觐见 皇帝并 谈判签 订条约 

无论今 天的人 们对福 士的信 息持何 神看法 ，但 对于“ 天朝” 

无 疑扔下 了一枚 炸弹。 问题的 关键在 于进京 觐见。 马戛 尔尼、 
阿 美士德 在乾隆 、嘉 庆两朝 引起的 震荡， 至 道光朝 仍余彼 未消。 

南京 条约谈 判中， 英方 曾就进 京一事 试探， 清方断 然拒绝 。㉘耆 

英一 下子联 想到新 订立的 虎门条 约给予 英人的 片面最 惠国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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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怀疑英 美勾结 ，让美 方“巧 为尝试 ”®。 由此角 度发现 片面最 

惠国条 款的危 害， 又是 “天朝 " 观念 的特殊 表现。 

就 国际惯 例而言 ，一国 元首派 代表覲 见他国 元首， 自 是一件 

不能再 平常的 事情。 但 在“天 朝”则 不然。 大皇帝 本是" 君临万 

国 ”的天 下共主 ，不 应当去 接待一 个非为 朝贡的 使臣。 耆 英在内 

心中 认定， 若让道 光帝面 对一个 不跪不 拜的“ 夷”人 ，那 四裔群 

“ 夷”自 然 不免滋 生轻慢 之心， 就是内 地熟读 经史、 详知礼 仪的士 

子们， 也会对 清朝的 合法性 发生怀 疑。 跪拜 是一种 礼仅， 今天的 

人们往 往忽视 此类形 式而注 重实际 ， 但在以 "礼” 治天下 的儒教 
国家中 ，其 中的 意义之 重大义 是眷英 所涑知 ，绝 不敢掉 以轻心 

的。 由此 ，耆 英告诉 福士： 

美国“ 素 来恭顺 ，久遨 大皇帝 圣鉴， 必蒙曲 加体恤 。该 

国到 粵已历 重洋 七万里 ，再由 粤赴京 ，往 返路 程又在 一万里 

以外， 必不忍 令该国 使臣纡 道进京 ，彼滋 劳费。 即使 为贸易 

之 事进京 ，亦必 奉大皇 帝谕令 ，发 回复议 ，彼 劳跋涉 。” 
耆英告 诉福士 ，进京 势必彼 劳无益 ，让 他去函 阻止美 使来华 。由 

于 中英谈 判已经 结束， 耆 英即将 离粤， 临行 前交待 因参蓣 中英谈 

判有 “功” 而迁广 东布政 使的黄 恩彤, 若美使 到粤， “ 婉为开 导”， 
“饬 令回国 

据 耆英的 奏折， 福士表 示同意 去函劝 阻顾盛 去华， 但 实际上 

福士并 没有这 么做， 反 给美国 政府的 报告中 写道， 清朝为 消除外 

国使节 进京的 理由， 会在广 州给予 更好的 条件。 ® 

看来， 福士倒 是窥破 底蕴， 找到了 最易击 打的柔 软的腹 部。 

南京条 约签订 的消息 传到华 盛顿， 美国总 统泰勒 （3olm 

Tyler) 立即于 1842 年 12 月 30 日 咨会 国会， 要求派 遣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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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ioner) 前往 中国， 与清朝 交涉。 1843 年 3 月 ，国 会批准 

拨款 4 万 美元作 为此项 使命的 费用。 此后， 44 岁 的众议 员顾盛 

被任命 为使华 委员。 为了提 高他的 身价， 还特准 其穿着 少将礼 

服。 

1843 年 5 月 8 日 ，美 国国 务唧韦 伯斯特 (Darnel  Webster) 颁 

给顾盛 详细的 训令， 主要内 容可概 括为两 点：一 、在 通商事 务上， 
要 求与英 国同等 的权利 ，即 最惠国 待遇； 二 、如 有可能 ，应 进京覲 

见清朝 皇帝， 面递 国书。 © 不难 看出， 前 者是硬 任务， 后者 是软指 

标。 

7 月 31  顾盛搭 舰离美 ，携带 了两份 国书： 一是授 权缔约 

的证书 ，一 是进 京觐见 皇帝时 面递的 国书。 面其他 物品中 ，最费 
心思的 当数送 给清朝 皇帝的 礼品。 为 了不致 于被误 作贡品 ，泰 

勒总统 亲自审 定了礼 单：航 海地图 ，地 球仪； 六轮 手枪、 步枪； 蒸 

汽战 舰模型 、蒸汽 挖掘机 模型； 关于构 筑要塞 、造船 、海 陆军战 

术 、地质 、化 学的书 籍以及 < 美国百 科全书 >; 电话机 、望 远镜 、气 

压计、 温度计 …… 。 这自然 是为了 显示美 国在军 事和科 技上的 
优势， 但就客 观而言 ，正是 战败的 中国急 需之物 ^ 可清朝 官员却 

将之 视为“ 奇技淫 巧”， 耆英后 来谢绝 了。® 
顾盛由 大西洋 面印度 洋， 于 1844 年 2 月 24 日 乘美 舰没兰 

得湾号 (Brandywine) 至澳门 p  27 日 ，向护 理两广 总督广 东巡抚 

程裔 采发出 照会， 通知此 行的目 的在于 缔约， 并 “不日 进京” 。最 

让程 裔采震 惊的， 可能是 照会中 下面一 段话： 

“约一 月之内 ，候 该兵船 （没 兰得 湾号） 满载 粮食 ，并预 

备各船 事体， 然后 驶赴天 津北河 （海 河） 口而去 。” 

程 荷采当 即派黄 恩彤前 往交涉 ，但 顾盛“ 词极恭 顺”， “ 意殊胶 

执'  眼看 一个月 过去， 程葙 采毫无 进展， 只得于 3 月 22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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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报 告情况 

就在程 甭采与 M 盛交涉 同时, 道光帝 因澳门 葡萄牙 通商案 

未 决等因 ，于 3 月 19 日调 两江总 督耆英 为两广 总督。 ©4 月 9 

曰， 收到程 喬采的 奏折， 命耆 英速赴 广东。 4 月 22 日， 再 得程箱 

采奏折 ，得知 美方“ 止与钦 差大臣 商酌'  又 下旨： 

“ 耆英现 已调两 广总督 ，各 省通商 善后事 宜均交 该督办 
理。 著仍 颁给钦 差大臣 关防， 遇有办 理各省 海口通 商文移 

事件 ，均著 其钤用 ，以 昭慎重 。” 

' 这 道谕旨 是“天 朝”对 外体制 的重大 变更， 由此确 立校达 15 年的 
由两 广总督 例兼管 理各国 通商事 务钦差 大臣的 惯例。 从 操作层 

面 来看， 清朝可 避免西 方使节 直接与 朝廷打 交道， 西方列 强亦可 

免除与 礼部或 理藩院 交往而 引起的 不怏， 不失为 一种折 中的解 
决 方法。 

道光帝 同时颁 给黉英 的另一 谕旨中 ，强 调了阻 止美使 进京， 

未 提缔约 一事， 只 是含混 地称： 

“ 务当筹 画尽善 ，始 终无弊 ，不至 别生枝 节。” ® 
耆英于 4 月 16 日由南 京起程 ，星夜 遄行， 5 月 30 日 赶至广 

州。 在 此其间 ，程蟊 采与顾 盛展开 了一场 照会战 ，来 往照 会达十 

余通。 © 程晶采 要求顾 盛放弃 北上， 就地 解决， 并 援璞鼎 査为例 

证 ，这自 然不尽 合理； 而顾 盛提出 ，若 按璞鼎 査之例 ，“则 必先令 

中 国人民 再罹兵 燹之灾 ，尤须 在中国 海岸占 一岛屿 ，以为 官兵屯 

寄 之所” ，言辞 中充满 恫吓。 ©4 月 13 日 ，美 舰没兰 得湾号 强行闯 
过虎 门驶人 黄埔并 鸣炮。 这 瘦载炮 64 门 、官兵 500 余人 庞然大 

物 的炮声 ，无疑 对广东 官员心 理上施 加重大 压力， 提示着 前不久 

结束 的战争 t 尽 管后来 顾盛在 照会中 宣布， 鸣炮只 是“照 西洋诸 

国成规 '并无 战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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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耆英 认为， 摆在他 面前的 任务有 两项： 一是阻 止美使 

进京， 这在 谕旨中 有明确 指示， 必 须不折 不扣地 执行； 二 是防止 

由此 而引起 战争， 这在顾 盛照会 中屡屡 闪示。 他并 不知道 ，美国 

政 府此时 无开战 之意， 且 按美国 法律， 宣战 权属于 国会而 不掌于 

政府。 至于最 关紧要 的是否 应该与 美国缔 结一项 条约， 他似乎 

没 有仔细 想过。 既然一 年前他 已向美 国领事 宣布“ 皇恩” ，美人 

已享 有与英 人同等 的通商 权利， 此 时再多 一份具 体文件 又有什 

么关 系呢？ 

于是 ，耆英 放下了 “天朝 ”大吏 的架于 ，于 6 月 10 日 带同黄 a 

恩彤 等人， 主动前 往澳门 ，找顾 盛谈判 。 17  抵 达邻近 澳门的 

望 厦村。 18 日和 19 日 ，耆 英和顾 盛互作 礼节性 拜访。 21 日起， 

黄 恩彤与 美使团 秘书威 伯士德 (Fletcher  Webst 枕) 会谈。 美方拿 

出了条 约草案 47 款。 

据黄恩 彤称， 美方的 条约草 案“内 多必不 可行” ®, 但 耆英并 

不计 较这些 细节， 一 眼“识 破”美 方的计 谋是、 先 立约后 进京。 6 
月 22 日 ，耆 英照会 顾盛： 

“现在 我两人 亚经会 晤， 彼此 同心， 且条款 已粗立 ，指日 

印可定 议换约 ，是贵 公使进 京一节 ，应即 遵大皇 帝谕旨 ，勿 

庸前往 。”  ® 耆 英的对 策是， 以美 使放弃 进京作 为签订 条约交 换条件 ^ 

6 月 24 日 ，耆英 、顾 盛再 次会谈 ，议题 很快转 到是否 进京的 

问题上 去了。 耆英毫 无通融 地宣布 ，若 顾盛执 意进京 ，他 将中止 

条约 谈判！ 

在此 情况下 ，顾盛 作出" 让步” ，于 6 月 25 日照 会耆英 ，表示 

“允肯 停止北 上”， 并 声明， 今后他 国使节 进京， 美 国亦可 照办。 

在该照 会结尾 ，顾盛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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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本大臣 与贵大 臣现议 各款条 约章程 等情， 必 须尽心 
秉公 ，妥为 议定； 不然， 则本大 臣进京 之事， 亦未能 已 

顾盛反 过来将 签订条 约作为 放弃进 京交换 条件。 

双方 由此而 想到一 起去了 ，作 了一笔 “等价 交换' 
黄 恩彤与 威伯士 德的条 约谈判 ，此时 正陷于 僵局。 主要原 

因是充 当美方 翻译的 传教士 稗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 

和伯驾 （Peter  Parker) 虽来 华多年 t 亦有中 文功力 ，但所 通者仅 

是粤语 。 这 神难懂 的方言 ，使黄 恩彤感 到“十 不达一 二”。 他向 
耆英 建议， 以交换 书面文 件的方 式进行 磋商。 

6 月 27 日， 耆英致 函頋盛 （由黄 恩彤起 萆）， 对双方 条约提 

出了原 则性的 意见： 外国人 到中国 ，要 按“中 国制度 ”办理 ，条约 

“不能 违背中 国之制 度”。 从理 论上讲 ，耆、 黄的意 见完全 正确， 

但问题 出在耆 、黄 心目中 的“中 国制度 ”上。 该函 对此解 释道： 

“中国 之待各 国商人 ，不能 有所偏 ，偏 则各 国人心 不服， 
是 以上年 本大臣 议定贸 易荤程 （中 英虎门 条约及 附件） ，如 

撤 消行商 、革 除规费 、减 船钞， 定税则 、开 五口 及其佘 一切有 

益远 商之事 ，大 皇帝不 待各国 请求， 即 通行一 体照办 （指耆 

英对美 、法 宣布“ 皇恩” 事）， 此 印一无 所偏之 明证， 非 专为英 
囯贸易 通商所 定也。 至各国 商人之 于中囯 ，则 应遵奉 新章， 

贸 易输税 ，方 能彼此 相安， 有合乎 客从主 人之义 © (重点 

为引者 所标）  
' 

耆、 黄端出 了 底牌， 他 们将以 中英虎 门 条约及 附件为 蓝本， 对美 

方的 条约草 案予以 准驳。 他们心 目上的 “中国 制度” ，就是 .包括 
领 事裁判 权等项 在内的 刚刚在 各通商 口岸实 行的新 制度。 

顾盛 收到此 函后， 非常 高兴， 这大体 符合其 意图， 当 日复函 

耆英， 表示 同意， 并再次 保证， “进 京一节 ”“甘 为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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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 谈判， 应当说 是相当 顺利。 按黄 恩彤的 说法， “顾使 
得书 （指曹 英函） 后颇悟 ，伯 驾来云 ，耆 大臣心 明如镜 ，无所 不照, 

盖亦心 折此书 也。” © 仅仅 5 天 之后， 7 月 2 日 ，条约 “已定 十分之 

九”， 仅在两 项细故 上存有 疑难。 经 耆英再 次致书 说服后 ，也得 

到圆满 解决。 ® 

此 时耆英 的目光 ，又盯 在顾盛 手中的 一纸国 书上。 尽管顾 

盛多次 保证不 再北上 ，但 耆英惟 恐其中 有诈。 他认 定：“ 条约可 

以在外 而定, 而国书 必须亲 赍赴京 ，故其 国书一 日未缴 ，则 夷情 

一日未 定。” ®7 月 3 曰， 当顾 盛终于 交出国 书后， 耆英总 算松了 

一口气 ，当即 与顾盛 签订了 中美“ 五口通 商章程 ：海关 税则” ，又 
称中 美望厦 条约。 

顾盛胜 利了！ 他 以一纸 国书换 来了一 项对美 极有利 益的条 
约。 曹 英也胜 利了！ 他阻 止了美 使进京 ，消弭 了畔端 ，只 是用文 

字的 形式确 立了一 年前他 对美国 领事的 口 头承 诺。 双方 都心满 

意足 地离开 了居住 17 天的 望厦村 t 各 向其主 子报功 去了。 

只 有中华 民族须 长久地 蒙受在 这小小 村庄中 达成的 协定而 

带来的 灾难。 

1844 年 7 月 3 日 缔结的 中美望 厦条约 ，共有 34 款， 它是以 

美方提 出的条 约草案 47 款为 基础， 增删 准驳， “四易 其稿， 始克 

定义 ”。® 
今天的 人们， 自然 会最看 重该条 约中片 面最惠 国待遇 、协定 

关税 、领事 裁判权 、军 舰自由 出入通 商口岸 等不平 等权益 ，且与 

中英 虎门条 约及附 件相较 ，该 条约危 害中国 更厉： 

—— 关税 中英条 约仅规 定了各 种货物 的进出 口关税 ，对 

税率 的变更 ，并无 明文。 中 美望厦 条约第 2 款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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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中国 B 后欲 将税例 变更， 须 与合众 国领事 等官议 

允。” ® 此即 中国近 代史上 “协定 关税” 之由来 o 根 据片面 最惠国 条款， 

英方 也获得 了这一 权利。 又因 清朝此 后胡乱 将“协 定关税 ”权利 

给 予其他 缔约国 ，清朝 欲改变 税率， 就得获 得所有 缔约国 的一致 
同意。 这对转 型中的 中国经 济窒碍 极大。 

—— 领事裁 判权中 英条 约规定 了中 英民人 纠纷应 由两国 
官员共 同审理 ，若确 立英人 有罪， 由 英国领 事据本 国法令 治罪; 

对英人 的逮捕 权并未 涉及。 中美 望厦第 21 款谓： 

“ 嗣后中 国民人 与合众 国民人 有争斗 、词讼 、交 涉事件 

…… 合众国 民人由 领事等 官捉拿 审讯， 照本国 例治罪 。” 

第 25 款 又谓： 

“合众 国民人 在中国 港口， 自 应财产 涉讼， 由本 国领事 
等 官讯明 办理； 若合众 国民人 在中国 与别国 贸易之 人因事 

争讼者 ，应 听两造 查照各 本国所 立条约 办理。 中国 官员均 

不得过 问。” 
据此 ，清 朝对美 国民人 的逮捕 、审讯 、定罪 、惩 治的 司法权 力全部 

丧失 殆尽。 英国又 可据片 面最惠 国条款 ，一 体均 沾”。 各通商 
H 岸的 西方人 t 从 此成为 中国 政府不 可触动 的特殊 人士。 

—— 修约 中英 条约对 条约内 容的修 订并无 规定， 而中美 

望厦 条约第 34 款载： 

“和 约一经 议定， 两国各 宜遵守 ，不 得轻有 更改； 至各口 

情形 不一， 所有贸 易及海 面各款 恐不无 稍有变 通之处 ，应俟 

十二 年后， 两国派 员公平 酌办， 

从字 面来看 t 不易发 现问题 ，但后 果异常 严重。 此 款种下 咸丰年 

间英 、法 、美 联合要 求“修 约”之 祸根， 成为英 、法发 动第二 次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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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的主 要“理 由”之 一。 
A 

若从 细微处 更具体 地分析 ，还可 以举出 许多。 条约 的制定 

者顾盛 心中对 此最为 清楚。 7 月 5 日 ，即签 约后第 三天， 他向国 

内报告 ，按 纳不 住心中 的喜悦 ，一口 气指出 望厦条 约较之 中英条 

约的 16 项“优 点”！  @也 正因为 如此， 中美 望厦条 件成为 后来者 

的 摹本。 

可是 ，“天 朝”中 的人们 并不这 么看， 他们自 有一套 评估标 
准。 

7 月 7 日 ，耆英 、黄 恩彤一 行回到 广州。 9 日， 耆英上 奏报告 

条 约签订 情况， 并附有 1600 余字的 夹片， 详细评 价中美 条约。 

他 声称， 美方 提出条 约草案 47 款中， 共有 10 款是 “断难 准行” 

的， 予以 了坚决 的驳斥 。@若 以今日 之国 际眼光 评价， 被 驳斥的 

10 款中确 有应当 拒绝者 ，而有 些又应 坚持。 如美 方提出 ，美船 

进口 停泊， "应 请中 国统辖 护理， 倘 遇別国 凌害， 仍 请中国 代为报 

复”。 就“代 为报复 ”一语 ，涉及 国际法 、战争 法多项 ，这里 不需详 
论 ，但此 中体现 出来的 清朝对 其港口 、领 水的 主权， 必须 坚持。 

耆英 恐由此 卷入国 际争端 ，要 求修改 ，结果 条约第 26 款 明确规 

定： ‘‘ 合众国 贸易船 只进中 国五港 口湾泊 ，仍 归各领 事等官 
督同 船主人 等经营 ，中 国无从 管辖。 倘遇有 外洋别 国凌害 

合众 国贸易 民人， 中国不 能代为 报复， 

这就是 耆英等 人在交 涉中争 取得来 的“权 益”！ 
与此种 自鸣得 意相反 ，最 使耆 英忐忑 不安的 是中美 望厦条 

约第 18 款： 

“准合 众国官 民延请 中国各 方士民 人等教 习各方 语音， 
并 帮办文 墨事科 ，不论 所延请 者系何 等样人 ，中 国地 方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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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不得稍 有阻挠 、陷害 等情； 并准 其采买 中国各 项书籍 。” 
此 款与先 前不准 外国人 聘师学 习中文 、不 准购买 中国书 籍的禁 

令 相牾。 耆英在 奏折中 解释道 ，他 曾“驳 斥不准 '但 美方 坚持不 

让 ，考虑 到海通 已近二 百年， 为美商 充当“ 通事” （翻 译） 者 也“粗 

通文义 '教 授中文 、采 买书刊 之情事 “恒有 '“久 已无 从稽察 ，自 
不妨如 其所请 

耆英 此奏于 7 月 18 日送到 北京。 道光 帝在上 面朱批 :“所 

办 甚好'  并将条 约钞本 送交“ 军机大 臣会同 该部速 议具奏 '当 

日发 给耆英 的谕旨 ，又称 赞他“ 办理均 合机宜 ％® 
8 月 15 日 ，穆彰 阿率军 机大臣 、户部 、刑 部堂 官详奏 会议情 

况， 对 条约各 款均表 示同意 ，特 别称赞 领事裁 判权的 内容 可“杜 

民夷争 端”； 只对延 聘教师 、采 买书籍 表示了 同样的 忧虑， 并提出 

了两 项“治 内”的 稽察办 法:一 、各 国延聘 的教师 ，应将 其姓名 、年 ■ 

龄 、眷属 、住址 呈明地 方官另 册存案 ，方 准其入 外国人 寓馆； 二、 

外国 入采买 书籍， 应 令各书 肆另立 簿册， 将书名 、部数 、价 值随时 

登载 ，年终 汇交地 方官， 呈督抚 査核。 穆彰阿 认为， 如此“ 按籍而 

稽 ，可为 诘奸察 远之一 助”。 
穆 彰阿的 这份审 核报告 ，道 光帝可 能看都 没看。 该 折上没 

有朱批 ，当 日亦 无谕旨 下发。 只是 <筹 办夷务 始末》 收录 诙折在 

后添了  4 宇 “奉旨 ：依议 可能是 道光帝 召对时 听了穆 彰阿口 
头汇 报后的 面谕。 如此重 大之事 ，柄国 者却如 此掉以 轻心。 

四 “奉 献”: 中法黄 埔条约 ® 

继美国 而来的 ，是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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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 洲强国 ，法 国的利 益主要 在欧陆 、北非 、北 美等地 ，其 

在东 方的商 业利益 较小， 来华商 船不及 英国十 分之一 ，贸 易额仅 
为美国 的零头 其向 东方的 扩张， 仍 属开拓 性的， 且有 注重商 

业以外 领域的 持点。 

当 鸦片战 争刚刚 开始， 法驻 马尼拉 总领事 （兼 管对华 事务） 

即向国 内报告 ，要 求派 舰来华 ，此时 正在中 国沿海 的法舰 达内德 

(Danaide) 号 舰长亦 报吿了 战况。 法 国政府 为确保 其在中 国“应 

有”的 地位， 派舰 两艘来 华搜集 情报， 并指定 真盛意 （Adolphe 
Oubois  de  Jancigny) 为国王 特使。 1841 年 4 ■月 28 日， 真 盛意搭 

乘 法舰埃 里戈纳 (Erigone) 号启程 ，12 月 8 日 ，抵达 澳门。 

此 时正值 鸦片战 争紧要 关头， 这 艘载炮 46 门、 官兵 400  # 

名的 战舰引 起广东 官员的 注重， 而 英法长 久不和 、法 舰前来 

顺”的 流言， ® 更合 他们“ 以夷制 夷”的 心思。 尽管 法囯政 府给予 
真盛意 的使命 有如观 察使， 但他不 愿袖手 旁观。 

比 真盛意 更活跃 的是埃 里戈纳 号舰长 士思利 （Joseph  de  k 

Serviere)o 就其 本国地 位而言 ，士思 利与真 盛意同 为上校 ，从日 

后的发 展来看 ，士 思利又 要高出 许多。 @他 没有把 真盛意 放在眼 

中， 私下通 过传教 土与中 画官员 接上了 联系。 1842 年 1 月 27 

日， 士思利 驾船来 到广州 t 据其 自称， 得到了 遨请。 

2 月 4 日 ，广州 城外约 10 里一个 名叫“ 半塘” 小村中 ，靖逆 

将军 奕山、 两广总 督祁项 与士思 ^ 举行 了秘密 会谈。 奕 山等人 

非常 希望法 方能干 顸中英 战争， 并 询问法 王能否 在中英 之间调 

停。 士思 利的答 复使他 们大失 所望: 建议清 朝立即 向英国 求和， 

并派 一个使 团前往 巴黎。 

作为 中 法关系 史 上第一 次高级 会晤的 半塘 会谈毫 无 结果， 
士思 利亦于 2 月 5 日前往 马尼拉 ，临行 前转* 奕山 ，有事 可找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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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澳 门的真 盛意。 士思利 的举止 ，颇 像真 盛意的 上司。 

真 盛意于 3 月 16 日前往 广州， 20 日与奕 山等人 会谈。 奕 

山仍 在打听 法国人 会不会 干预， 而 真盛意 却开出 了清朝 与英国 

媾和的 条件。 奕山 全然失 望了。 他 原本希 望法舰 的到来 会帮帮 

清 朝的忙 ，不惜 放下架 子两次 屈尊接 见“夷 ”人。 此时反 过来担 

心， 法国会 否乘机 “别生 事端” 。够 
士 思利在 马尼拉 补充给 养后， 尾随 英军， 旁观 了吴淞 之战。 

英 军进人 长江后 ，其 风帆动 力的军 舰难以 航行， 他 曾要求 英方提 

供轮 船帮助 ，被 拒后转 向求助 于苏淞 太道， 诡称前 往“劝 令英夷 
戢兵 '要 求代雇 民船， 又遭到 礼貌的 婉拒。 8 月 .13 日， 士思利 

率 20 余 名水手 ，强 雇民船 ，溯江 上驶， 参加了  8 月 29 日 的南京 

条 约签字 仪式。 英方对 这批不 速之客 ，也未 予优礼 

真盛意 又晚到 一步。 当他 乘坐法 舰法沃 里特号 （Favorite) 
到 达吴淞 a 时 ，恰遇 士思利 由南京 返回。 士 思利不 愿为之 带路， 

真盛意 只得自 行上驶 ，泊于 南京附 近的草 鞋峡。 不久， 英军撤 

退 ，真 盛意也 回到了 澳门。 ® 

士思利 由南京 返回后 ，即 向海军 部报告 ，建议 占领台 湾岛和 

海南岛 ，并要 求使用 武力： 

“今日 中 国人所 敬畏的 是大炮 ，外交 照会奏 效太慢 。” 

至于他 与真盛 意之间 的激烈 矛盾， 则建议 派一名 有威望 且富经 

验的人 ，来华 负责。 

正当 士思利 与真盛 意闹得 不可开 交之时 ，法 国政府 派出拉 

地蒙冬 为广州 领事。 士思利 得讯后 ，于 1843 年 3 月 1 日 将此通 

报两 广总督 祁埭。 不久后 ，他 奉命前 往交趾 支那， 临行前 再次照 

会祁 埼， 声称 拉地蒙 冬是“ 唯一" 由法王 授权的 使节。 “唯一 "一 
语， 自然是 针对真 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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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地 蒙冬于 1843 年 7 月 11 日到达 澳门。 在 此之前 ，真盛 

意却 派沙厘 （ Charles  -  Alexandre  Chalky  ) 等人前 往广州 交涉。 

据 真盛意 的报告 ，法 方与清 朝达成 了共有 14 款的 “通商 通航条 

约” ，有 效期为 10 年。 该条 约另有 一秘密 条款， 即 法方向 清朝提 
供武器 ，而运 输武器 的法舰 船可以 不受限 制地驶 入中国 任何港 

然而 ，真 盛意的 说法， 颇值得 怀疑。 当 沙厘等 人在广 州与清 

朝 官员谈 判时, 应真盛 意的请 求， 清方 派广州 知府易 长华于 7 月 

19 日前往 澳门。 拉地 蒙冬派 人告诉 易长华 ，真盛 意是冒 充的领 

事； 而真 盛意的 部下又 宣称， 拉地蒙 冬是真 盛意的 下级。 易长华 

感到一 时难辨 真假， 便以两 广总督 召其返 回为由 ，离 开澳门 。 钦 

差大臣 耆英于 9 月 5 日上奏 此事： 

“先 有夷目 真盛意 自 称领事 ，寓成 澳门， 遣其副 B 沙厘 

来省投 递单稟 ，议及 往来礼 仪并输 税章程 （即 所谓 “条约 ”）， 
又称此 单未足 为据。 臣 等当即 委员前 往澳门 ，向真 盛意切 

实 查询。 又 有夷目 拉地蒙 冬以真 盛意冒 充领事 ，沙 厘在省 

无礼， 已将沙 厘斥革 ，两次 赴臣祁 垓衙门 具禀， 求与臣 见面。 

臣等 因真假 难辨， 现在密 加访查 ，一俟 得实， 印与见 面定议 f 

大 约数月 内亦 可完结 。” ® 

按 照耆英 的说法 ，并未 就“往 来礼仪 并输税 章程” 与真盛 意达成 

协议。 而 真盛意 报回国 内的所 谓“条 约”， 亦 被法国 政府所 否决。 

耆英 奏折提 及拉地 蒙冬两 次前往 两广总 督衙门 “具禀 '是 

指拉 地蒙冬 此时已 来到广 州与清 方交涉 一事。 据 拉地蒙 冬的报 

告， 井未等 “数日 '而 是耆英 上奏的 第二天 ，9 月 6 日 ，在 行商潘 
仕成 的乡间 别墅受 到了这 位钦差 大臣的 接见。 拉 地蒙冬 递交了 

法国 总理兼 外交大 臣基佐 （Frai^ois  Guizot) 的信件 ，并要 求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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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与 英国同 等的通 商权利 ，得 到了 满意的 答复。 9 月 12 日， 

耆英、 祁烦颁 给了致 基佐的 照会， 宣 称大皇 帝已恩 准外国 人到新 

辟通商 口 岸一体 贸易/ 并颁给 了中英 条约的 副本。 @ 拉地 蒙冬此 
时被清 方验明 正身， 靠得是 新任美 国领事 福士的 帮忙。 

拉地 蒙冬的 说法也 有可疑 之处， 因为中 英虎门 条约于 10 月 

8 曰才 签订， 9 月 12 日又何 来条约 副本。 耆英 10 月 28 日的奏 

折确认 了召见 拉地蒙 冬之事 ，但 未称具 体召见 时间。 钽 就结果 

而言 ，法 方获得 了与英 国同等 的通商 权利是 没有疑 问的。 据耆 
I 

英 奏折， 拉地蒙 冬获得 了满意 的答复 后“欢 欣鼓舞 而去” 
耆 英完成 此事后 返回两 江总督 本任， 士思 利却于 1844 年 2 

月驾 舰再至 广州。 他似乎 对拉地 蒙冬所 获并不 太满意 ，照 会祁 

垠 ，提 议：一 、中 法缔结 盟约； 二 、中国 派出外 交使团 （甚至 以旅行 n 

家身份 也行) 前 往法国 ，并可 用法舰 送去； 三 、中国 派青年 赴法学 

习造船 铸炮攻 守之法 ，以 将来 能抗击 英国。 士思 利的真 实意图 

隐蔽 且险恶 (欲 谋求中 国一军 港）， 但派人 赴法学 习较之 美国赠 
书， 对中 国的未 来更为 有利。 两广 总督祁 烦十分 蒈惕， 不愿生 

事， 便委托 外交“ 能手” 黄恩彤 作复。 黄起 草的照 文果有 妙文： 

“ 通商各 国以礼 相交， 以信 栢保， 中国自 当怀 柔远人 ，必 

不挑 衅生隙 …… 

“ 中国士 大夫不 惯风涛 ，若泛 海行七 万里， 恐 不能达 

“ 彼此交 妤之真 心雅意 ，不在 虚文， 而在永 久，正 无关乎 

使臣 往来与 否也… 
以此婉 言全盘 拒绝士 思利的 提议。 此后， 祁埙以 年高多 病即将 

去联 为由， 要求 士思利 不再与 他通达 书信。 

士 思利只 是一名 舰长， 未 得任何 授权， 他与中 国官员 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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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 超过其 职权。 真 盛意只 是一名 观察使 ，据法 国外交 部长基 

佐称 ，没 有同中 国政府 进行谈 判或缔 约的资 格”。 拉地 蒙冬只 

是一 名领事 ，基 佐亦称 其“绝 无与中 国政府 谈判的 任务” 。©但 I 

是 ，他们 来到中 国之后 ，毫 无例外 地表现 .出 高度的 “自觉 性”和 

“责任 感”， 且互相 争功。 这 与那个 时代西 方殖民 者的品 格完全 
一致。 许许多 多未经 授权便 抢占利 益的胃 险家， 最终总 是得到 

母国的 承认和 赞扬。 不 知底细 的“天 朝”大 员们， 看到法 舰进进 
出出 （数 倍频繁 于该国 商船） ，看 到这批 人士妄 张势横 (照 会随便 

即发， 又有传 教士帮 腔）， 已 经产生 了畏惧 心理， 认 定法国 与英、 

美同 列西洋 三强， “向 来不肯 因人成 事”， “其 意必有 所为” 
这真 是歪打 正着。 士思利 、真 盛意 、拉 地蒙冬 在华的 私自活 

动 ，虽不 为法国 政府所 接受， 亦先后 被召回 ，却为 法国第 一位全 

权代表 拉尊尼 （Th6odose  -  Marie  de  LagrenS) 使华 铺平了 道路。 

同美国 一样， 法国政 府得知 南京条 约签订 的消息 ，亦 想从 
中 沾光。 1843 年 4 月 23 日 ，法国 总理兼 外交部 长基佐 向国王 

呈文 ，要求 派遣使 团前往 中国。 当日 ，国王 的参政 院通过 国王批 

准基佐 呈文的 敕令。 此后， 又指派 法国驻 希腊公 使拉萼 尼为全 

权 代表。 11 月 16 日 ，拉 萼尼离 开巴黎 ，由 大西洋 而印度 洋至南 

中 国海。 1844 年 8 月 13 日， 他到达 澳门。 美国 全权委 员顾盛 

此 时正心 满意足 地准备 回国。 

与顾 盛使团 的穷酸 相形成 鲜明的 对照， 拉 萼尼麾 下共有 8 

艘军舰 ，其 中一半 是载炮 50 门的大 舰，® 这也大 大超过 了林则 
徐禁烟 危机时 期来华 英舰的 数量。 法国人 向清朝 展示着 孔雀的 

尾巴 ：英国 并不是 唯一拥 有强大 海军的 国家。 拉 萼尼使 团亦阵 
容强大 ，有 参赞 、随员 、主事 、税 务宮 、医生 、翻 译等， 亦有 各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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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 的丝织 、棉纺 、毛纺 、百 货业的 代表， 甚至还 有一名 随行记 

法国 人具有 把一切 事情办 得堂皇 气派的 天才。 
按 照基佐 1843 年 11 月 9 日 的 训令， 拉萼尼 的使命 可以简 

单地概 括为一 句话: 与清朝 缔结一 项与英 国权利 相等的 通商条 
约。 因此 ，拉萼 尼的中 国之行 ，本 应当 是暗淡 无光的 ，耆 英早已 

做好 了签约 的一切 准备， 只 要拉萼 尼不非 分要求 （即 不超 过中英 

虎 门条约 、中美 M 厘条 约） ，他第 二天即 可打道 回府。 甚 至可以 

说 ，拉 萼尼的 东来， 本身就 是多余 ，一 年前耆 英召见 法国领 事时， 

不 就已经 宣布了 “皇恩 ”吗？ 当然 ，基 佐对此 的看法 不同： 

“ 我们所 取得的 利益没 有条约 或章程 的保障 ，只 是中国 

政 府颁布 一条政 令或皇 帝一道 谕旨而 取得的 ，而皇 帝又随 

时 可以收 回成命 …… 
” 

他 要求缔 结能使 中法贸 易“步 入新规 道”的 条约。 @ 
我在前 节已经 说明， 尽管今 人们已 认定虎 门条约 、望 厦条约 

是不平 等条约 ，但 “天 朝”中 的入们 尚未意 识到。 尤其是 耆英和 
黄恩彤 ，此 时正为 新条约 在各通 商口岸 确立的 新制度 而庆幸 ，自 

以为 找到了 维护民 " 夷”相 安避免 险境的 途径。 拉 萼尼使 团的强 

大势 头使耆 、黄 一下子 摸不到 头脑。 若仅为 一项通 商条约 而来， 

每年 仅数艘 法国商 船来华 ，利润 有限， 犯不着 如此兴 师动众 。他 

们猜不 透拉萼 尼的真 实意图 ，于是 在各个 方面都 拉开了 漫长的 

防线, 唯 有订立 条约是 不设防 地带。 

早在 頋盛初 至澳门 ，清朝 已得知 了法使 来华的 消息， 并认为 

其目 的与美 国相同 ，即进 京觐见 。® 耆英从 顾盛口 中得知 拉萼尼 ■ 

的行程 ，推 澜法 国将以 •‘ 与中 国结约 共击英 夷为言 ，借圉 观光上 

国”。 @拉 萼尼到 达后， 也未立 即照会 耆英， 而 是摆足 架子， 等待 

耆 英屈尊 前往。 心 焦的耆 英立得 派员前 往“慰 问”， 以刺探 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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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是北上 问题。 然而 ，澳门 方面一 直未传 来准确 消息, 法使是 
否北 上成为 悬念。 于是 ，耆 英便巧 施手段 ：针对 法方照 会要求 9 

月 12 日在澳 门会谈 ，复 照称， 由于 广州有 一系列 重要典 仪须主 ■ 

持 ，须在 9 月 底方能 成行。 耆英的 如意算 盘是， 先拖过 9 月 ，等 

中 国海东 南季风 结束， 北风 司令， 那时 “番舶 不能逆 行而上 t 则相 

机驾驭 较易为 力。”  ® 

耆英自 以为得 计的第 一招， 实为上 了第一 个当。 按 照基佐 
训令 ，拉 萼尼并 无进京 任务。 很可 能是顾 盛向拉 萼尼传 授了他 

的 经验。 而曾久 居澳门 的传教 士加略 利 （ Joseph  -  Marie 
Callery), 此 时任使 团翻译 ，对此 进言： 

“ 最好不 要明讲 你是否 有进京 的意图 和命令 ，如 果耆英 
■  提出这 一问题 ，你 最好 尽可能 固避， 

“ 如杲出 现僵局 ，你就 对耆英 说：‘ 既然你 不答应 我如此 
合乎 情理的 要求， 我就去 北京请 求皇帝 ，皇帝 肯定不 会拒绝 

我的 要求。 

因此， 拉萼 尼等人 始终在 进京一 事上晃 现躲闪 ，成 为要挟 耆英的 

第一 个筹码 u  
' 

1844 年 9 月 29 日， 耆英 、黄恩 彤一行 抵达澳 门。 10 月 1 日 
和 3  H ， 耆英 、拉 萼尼互 作礼节 性拜访 。 10 月 5 日和 6  a ， 双方 

进 行两轮 政治性 会谈。 

丄0 月 5  H 的 会谈在 拉萼尼 的下榻 处举行 ，拉 萼尼大 谈法中 

友谊。 6 日的会 谈在耆 英的寓 所进行 ，耆英 大谈中 法友谊 。在 

这些美 丽的辞 藻之下 ，拉萼 尼提出 了“善 意”的 建议： - I、 中国派 
使节 赴巴黎 ，亦批 准法使 驻北京 ，两 国常 通消息 ，可以 互相 帮助。 

一- 、英 13 占据 香港 ，对 清朝造 成威胁 ，清 朝可将 虎门割 给法国 ，代 
力防守 ，以御 英人， 一 切费用 由法国 自筹。 三 、准 许法 国传及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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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北京“ 当差” ，如 以前西 洋人主 掌天文 之事。 四 、清朝 派人前 
往法 国学习 船炮水 战之法 t 以将 来对抗 英人。 拉 萼尼的 这些提 

议， 不见于 基佐的 训令。  1 

耆英等 人对拉 萼尼的 提议， 除割让 虎门外 I 并不 陌生。 以前 

来华的 士思利 、真盛 意都有 类似的 说辞。 耆英 、黄 恩彤也 展示了 

外交“ 手段” ，在中 法三百 年友谊 史的高 调下, 忽以“ 定制不 符”为 
由 ，婉而 拒绝。 拉 萼尼的 本意非 在于此 ，对耆 、黄 的拒词 毫不在 

意 ，反 在口头 上宣布 ，他将 不再要 求进京 觐见。 这 么一来 ，耆英 

已经 获得巨 大“胜 利”。 黄恩彤 在其回 忆录中 自豪地 写道： “拉使 

(拉 萼尼） 之技 穷矣， ©  ^ 
双方的 条约谈 判始于 10 月 7 日。 法方 以参赞 斐列勒 (Jean 

h 

- Theophile  Ferreiere) 侯爵 为首， 清方以 广东布 政使黄 恩彤为 

首。 由于 谈判前 耆英已 将虎门 条约、 望厦条 约的副 本交给 法方， 

以 资 参考, 条约 ，谈 判进行 得舁常 顺利。 

据拉 萼尼的 报告， 条约 主要条 款都顺 利获得 通过， “ 没有出 

现 任何争 议和分 岐”， 仅在 法王路 易一腓 力普的 称谓上 有过冲 

突。 按 照西方 的习惯 ，路 易一腓 力普的 名号为 国王。 按 照当时 
中国人 的概念 ，国 王低于 皇帝， 只有真 命夭子 方可称 皇帝。 拉萼 

尼 要求条 约中写 明路易 一腓力 普为“ 大怫兰 西国大 皇帝'  以能 

与“ 大清国 大皇帝 ”平起 平坐。 耆英对 此+分 不满， 但交 涉不成 
便作了 让步。 @ 结果， 他 在私下 作了技 术性的 处理， 在其 进呈的 

条约 文本中 ，将 “大佛 兰西大 皇帝” 、“ 大怫兰 西皇上 ”与" 大清囯 

大皇帝 ”、“ 大清国 皇上” 等字样 +统 统删去 ，一 律改 为“喺 P 兰 哂国” 

和 "中国 ”，® 以免引 起道光 帝审阅 时的不 快和京 官复审 中的麻 

从 现存资 料来看 ，耆 英从未 就条约 的内容 请过旨 ，仅 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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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片中顺 便提到 一句： 

“至该 夷通商 章程业 经议定 条款， 一切均 照英、 米二夷 

新例 ，字 句互有 异同， 情节尚 无出入 …… 

寥 寥数语 ，一 笔带过 ，可见 这份条 约在其 心中的 地位。 而另一 

位 重要的 角色黄 恩彤在 其回忆 录中， 对 中法关 涉有着 1600 余 

字的 记录， 却对条 约内容 及谈判 过程未 置一词 ，仅 在最后 附带说 

了 一句： 

“ 怫国亦 有贸湯 条灼三 十五款 ，与英 、米两 国无异 ，其所 

重不在 贸易也 ® 

大 约他觉 得中法 条约平 淡无奇 ，根 本勾不 起他的 回忆。 

因此， 尽管中 法条约 谈判持 续了十 多天， 但双 方的心 思都没 

有放 在条约 本身上 ，而 是注目 于基督 教弛禁 问题上 (后 将详 述）。 

由于 法方已 将中英 、中美 条约的 “优点 ”全部 溶于新 约*又 由于淸 
方 仍不知 自身利 益而慷 慨应允 ，至 10 月 20 曰 ，双 方已确 定了条 

约 的全部 条款， 只差签 字了。 

此时 ，反是 法方不 愿立即 签字， 而要 求在广 州黄埔 江面的 

法舰 上另行 仅式， 摆摆 威风。 1844 年 10 月 24 日， 耆 英一行 

登 上法国 最新式 的蒸汽 动力战 舰阿吉 默特号 （Archin^de), 与 

拉萼 尼签署 中法“ 五口通 商章程 ：海关 税侧” ，又 称中法 黄埔条 

约。 在 这一炫 耀铺张 的仪式 结束后 ，双方 都在为 “友谊 & 而举杯 

痛饮香 槟酒。
  ' 

拉 萼尼由 此领略 了两年 前南京 江面英 舰皋华 丽号上 的全部 

风光 ，他为 他的国 家赢得 了一项 全无缺 点的条 约。 法国 由此获 ■ 

得 了虎门 、望 厦条约 中的一 切权益 ，包 括片面 最惠国 的待遇 、领 

事 裁判权 、协 定关税 、军舰 出入口 岸等等 而耆 英呢？ 他迟至 

一 周后方 上奏汇 报签约 情况， 附 呈条约 送审。 而随 折的一 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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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他又保 举了此 次交涉 "出力 ”官员 9 人补官 、加衔 、撤消 处分! ® 

中法黄 埔条约 是“天 朝”的 奉献， 而“天 朝”中 人将此 大悲凉 
当作大 欢喜。 

当耆 英将中 法黄埔 条约钞 本封交 驿递时 ， 心中充 满自信 ，认 

定 道光帝 及军机 、部堂 们会顺 利批准 条约。 后来 的事实 也确实 

如此。 此 让他 忐忑不 安的是 ，不 久前奏 请基督 教弛禁 一事， 

道 光帝又 ^ 如何 批复？ @ 他已 经下了 保证。 

这 就涉及 到耆英 、黄恩 彤对法 交涉的 策略。 

耆英等 人认为 ，法 国对华 贸易数 额较小 ，以 8 艘军舰 来华， 

目的绝 非一项 通商条 约，“ 而必有 意所专 注之处 '@10 月 5 日和 
6  g 两轮 政治性 会谈， 耆英等 人拒绝 了法方 的全部 提谈， 惟恐 

“夷” 人另有 动作， 便在 10 月 7 日晨， 即条约 谈判的 第一天 t 派人 

给 拉萼尼 送去一 份私信 ，好言 安抚。 该信最 后一段 话值得 玩味： 

“本 大臣不 会让阁 下为缔 约这件 小事徒 劳往返 。” 

这句话 的真实 含义是 ，除 了 通商条 约外， 他还 将另有 酬值。 ® 

拉萼 尼一下 子便领 悟出话 外之音 ，但 吃不准 耆英打 算在哪 
些方 面让步 ，时任 使团翻 译的加 略利， 以其 传教士 的职业 本能， 

立即 向 拉萼尼 提议， 要求 清朝对 传教士 弛禁。 

尽 管法国 政府训 令中并 无宗教 方面的 指示， 拉萼尼 未奉到 

这一任 务， 但 在此大 好时机 面前， 不愿 坐失， 同意 加略利 就此进 
行 交涉。 

10 月 8 日 ，在法 方的多 次诱导 下， 黄恩 彤提出 ，在通 商条约 

之外， 另缔约 一项军 事互助 条约。 加略 利立即 ^ 示 原则上 接受， 

并乘机 提出反 条件: 既然清 朝欲在 战时获 得法王 的帮助 ，就 得对 

法王信 奉的宗 教表示 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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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略利 的这一 举动， 反过来 将了拉 萼尼一 军， 他没有 缔结军 
事条约 的授权 ，便否 决了加 略利的 承诺。 而加 略利并 不罢休 ，仍 

不停 地要求 弛禁。 10 月 12 日的 会谈中 ，他还 提出割 让疏球 ，而 

其日 记 又透露 出其真 实的目 的： “是想 以割让 疏球， 胁迫 中国人 

在解决 传教问 题上改 变以往 的态度 。”  ® 

在鸦 片战争 时期的 中西交 往中， 语言问 题一直 是一大 障碍。 
当时中 国懂外 语的， 大 多为文 化程廑 不高的 买办， 粗俚 贪婪， 

难 充政府 的正式 帮手。 西方各 国的翻 译， 主要是 来华多 年的传 

教士 ，对 中国的 内情有 着更多 的了解 和理解 ，成 为交涉 中的主 

力。 清朝 官员因 无外部 知识， 常常将 他们误 视为“ 谋主'  如郭 
士立 、马儒 翰等人 ^ 此 次也不 例外。 耆英 、贺 恩彤 特别看 重加略 

利 ，曾 专门派 人去做 工作。 加略利 在弛禁 问题上 表现出 来的执 

著 ，又 使他们 误以为 是法国 政府一 项重要 条件。 既然“ 天朝” 

不 能在其 它方面 (譬如 进京） 通融 半步， 那么 也不妨 在此“ 曲示羁 

糜”， 
. 可是 ，禁 教政策 已实施 120 年 ，且 有大清 律等诺 多限定 ，如 

何 说服道 光帝同 意基督 教弛禁 ，又是 一件棘 手难办 之事。 10 月 

15 曰， 加略利 来访, 耆 英想出 — 个办法 :让拉 萼尼将 康熙帝 1692 

年 准许基 督教传 教的敕 令照抄 一遍， 连同 要求弛 禁的照 会一并 
交来 ，再由 他上奏 请旨。 耆 英打算 与拉萼 尼联手 ，遥道 光帝让 

步 C 

10 月 16 日 ，在加 略利的 操纵下 ，拉萼 尼照会 耆英， 要求基 

督教 弛禁。 加 略利的 口 头声 明无异 于最后 通牒。 

“如果 耆英顺 利地接 受这个 要求， 并 不做任 何改动 ，他 

今 天可以 给拉萼 尼先生 发照会 ，从此 ，一 切麻 烦事就 都结束 

了 …… 假如在 传教问 题上支 吾搪塞 ，这没 有关系 ，我 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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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 悉去北 京的路 ，并且 我们知 道你们 有不少 多余的 颌土， 

我们也 知道你 们同意 俄国人 待在你 们 的国 土上。 到 时候， 

我们 完全可 以用另 一种比 今天更 严肃的 口气， 同 你们交 

涉。” 

在此威 胁下， 耆英为 尽早结 束中法 交涉， 便表 示同意 t 当 晚按加 

略利口 授 的意思 照会拉 萼尼： 

“… V 我当然 有责任 尽快奏 明皇上 ，使中 国人以 后可以 

公 开地在 内地信 奉此教 ，使 教徒不 致因信 教莸罪 …… 

按照加 略利与 黄恩彤 的约定 ，拉萼 尼收到 照会后 应予“ 回执' 
10 月 17 日， 拉萼 尼应邀 至耆英 寓所， 井无 答复。 10 月 18 日 ，清 

方致函 加略利 ，附 上由黄 恩彤起 草的复 照提纲 ，让 拉萼尼 照办。 

在加 略利等 人的劝 说下， 拉萼尼 终于签 了字。 而在 这份复 照中， 

有两 样耆英 急需的 东西： 

“本 大臣即 敬录康 熙三十 一年的 奏礼部 议准弛 禁原案 

送 上查照 …… 

“ 谅此事 （指 弛禁） 本大 臣于所 议事宜 （指 条约） 经圣恩 k 

准定交 互执照 （指 批准 互换） 之曰 ，亦必 遨圣恩 准予矣 。 此 

时 本大臣 所有诸 事毕完 ，庶 可以回 国矣。 此 后两国 再无衅 

隙 ，不 挠万年 之和好 …… 
前者 是用来 对付道 光帝的 祖训； 后者是 让拉萼 尼作出 保证, 清朝 

a 

一旦 同意基 督教弛 禁并批 准条约 t 便赶 紧回国 ，不再 生事。 

10 月 1S 日 ，耆英 一收到 拉萼尼 的复照 ，便立 即上奏 ，作为 
铺垫。 10 月 22 日， 耆英在 离开澳 门准备 赴黄埔 参加中 法条约 

签字 仅式前 ，上了 一道长 篇奏折 ，并附 有一片 ，要 求批准 基督教 

弛禁， 编造 了一个 生动的 故事： 

“窃照 佛兰西 夷使拉 萼尼请 求各款 多属必 不可行 ，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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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加 驳斥。 惟天 主教弛 禁一节 >请 求甚坚 ，并呈 出碑模 ，干 I」 

载 康熙三 +_年 礼部议 准成案 ，援 为口实 t 以 致相持 不决。 

当经奴 才一面 将大概 情形缮 折奏报 （指 18 日奏 折）， 一面督 
饬藩司 黄恩彤 及各委 S 等连日 设法 开导， 逐层 驳诘， 该夷使 

仍 执前议 ，渎请 不休。 当诘以 砷模传 自何人 ，得 自何处 ，既 

不能指 证确凿 ，何足 为凭。 据称 ，伊呈 出砷模 乃系先 年从中 

国 流传, 伊国故 老素所 宝裁， 由来 B 久， 其纸 色字画 均可査 ■ 

照， 非为 伪造。 至伊 国音年 并无能 书汉字 之人， 亦不 解刊石 

立 砷之亊 ，何 能凭空 撰出？ 复诘以 砷文所 载成案 ，即 使厲 

实 ，惟事 隔多年 『应以 现行定 例为准 ，未 便执 古例今 P 据称， 

以砷 文而论 ，中 国康 熙年间 亦禁止 天主教 ，因西 洋人徐 p 升 

1 等恳请 ，始行 弛禁。 佛兰 西与西 洋同为 一教， 何以伊 国现求 

弛禁之 处不为 奏请？ 哓 哓辩诉 ，莫 可究诘 …… ” （重 点为引 
者 所标） 

耆 英于此 给道光 帝上演 了一出 自编自 导 的戏， 其有声 有色， 丝毫 
不逊于 三年前 的杨芳 、奕 山。 他说 明了法 方保证 除此之 外不再 

妄 求后， 明确表 示了自 己的 态度：  ^ 

“可否 仰遨皇 上逋格 天恩， 将中外 民人凡 有学习 夭主教 

并 不滋事 为非者 ，概 予免罪 …… ” 

在附 片上， 他 又说了 一句份 量极重 的话： 

“若过 为峻拒 ，难 免不稍 事端， @ 

这 或许是 他内心 中对形 势发展 的一种 判断， 但 说给道 光帝听 ，又 

明显 是一种 威胁。 

道光帝 收到此 折片后 ，当日 对此发 下两道 谕旨。 一是 由“军 

机 大臣字 寄”， 宣布清 朝并未 指基督 教为“ 邪教'  亦未“ 严申禁 

令”； 二是 由“军 机大臣 密寄” ，称 法方若 有“不 肯转移 之势” ，由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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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相 机办理 '强 

坚冰开 始松动 ，缺 CJ 随即 打开。 此后， 法方又 有多次 交涉, 

耆英又 有多道 奏折， 道光帝 终于在 1846 年 2 月 20 日 明令 宣布， 

基督 教弛禁 。⑯ 

在现 代文明 国家中 ，宗教 自由当 属基本 国策； 在现代 国际关 

系准 则中， 一国也 不得干 涉他国 的宗教 政策。 但是 ，当时 的情况 

与一 百多年 后的今 夭大不 相同。 

当 时的中 国是儒 教至尊 的国家 ，而 当时的 基督教 (尤 其是天 

主教） 除了 唯一的 上帝外 ，激 烈反对 其他偶 像崇拜 的存在 ，这在 

文 化观念 上形成 了不可 调和的 对立。 当时 的中国 是由官 、士 、绅 

结 成一体 的控制 网络， 民间又 有地下 的会党 组织； 当时的 基督教 

(尤 其是天 主教) 不仅 仅是宗 教势力 ，而且 同为社 会势力 和政治 

势力 ，当 西方的 传教士 以母国 的方式 行事时 ，势 必掼害 其他社 

会 、政治 集团的 利益。 这又 在社会 组织上 造成水 火不容 的局势 P 

当时的 西方列 强经常 以“保 教者” 自居 ，用 战舰去 拯救受 难的教 
徒 ，几 乎是信 奉上帝 者义不 容辞的 责任。 由此 ，在 中华大 地上， 

酿成了 数以 百计的 教案， 最后汇 成上世 纪末的 义和团 狂飙; 而西 

方列强 （主 要是 法国） 不停地 以军舰 干涉， 八国联 军的铁 蹄致使 

中国 陷于上 世纪末 最大的 灾难。 

毫无 疑问， 耆英 、黄恩 彤并不 喜欢基 督教， 他 们只是 从法方 

各项 要求中 选择对 “天朝 ”损害 最小的 一项。 可他 们并不 知道， 
后来 的事实 恰与他 们的判 断完全 相反。 他 们认定 允法使 进入北 

京城觐 见道光 帝是最 危险的 ； 而他们 认定最 安全的 弛禁, 却在半 

个世 纪后使 道光帝 的儿媳 慈禧太 后铁光 绪帝在 日 暮的昏 暗中， 

坐着马 车， 仓惶逃 出了北 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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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我们可 以认定 t 主持 中英虎 门条约 及附件 、中美 望厲条 

约、 中法黄 埔条约 谈判的 伊里布 、耆英 、黄 恩彤 等人， 以及 审议、 

批准 这些条 约的军 机大臣 、各 部堂官 以及道 光帝, 都没有 认识到 

这些条 约会给 中国权 益造成 何等的 损害; 但是 ，若 不是英 国挟战 

后之威 武， 清朝自 忖难以 应付， 若不 是美国 、法 国开来 了战舰 ，并 

表露 出不惜 动武的 # 种威吓 ，清 朝是 不会签 订这些 条约的 。因 

此， 今天 的人们 ，称 这些条 约是西 方列强 强加于 中 国的， 这一结 
论并不 为错。 

但是， 这一结 论又实 在不能 成为替 “天朝 ”辩护 的理由 ，我们 ■ 

可以 看三个 例子： 

一
 

、

 

中

 

英

虎

门

 
条

约

签

 
订
后
；
 
耆

英

不

 
仅

向

美

 

、
法
 
两

大

强

 

国

宣

布

 

“專恩 '而 且同 时让嗒 
啵啦国 

（不 知今为 
何国） 、荷 兰商人 

享有与 英国 同等的 
权利， 并准备 

让即将 
来华的 

B 宋 （西班 牙） 等 国商人 
享有此 

神权利 
。@在 实际操 

作中, 英 、法 、美 三大国 
在条约 

中获取 

的 权利， 一切 西方国 
家来华 

商人， 后来 都可“ 一体均 
沾”。 

二

、

 

 

1844 年底， 比利时 驻马尼 拉总领 事兰瓦 d.Lannoy) 听 

从 拉萼尼 
的建议 

，未 得国内 
授权， 来 华谋取 

最惠国 
待遇， 拉萼尼 

为此还 
给耆英 

写了一 
封“介 绍信'  

耆英 由此请 
旨获准 

，于 纟845 
年 7 月 25 日， 致送一 

道正式 
公文给 

兰瓦， 传达 上谕， “将 五口通 
商章程 

一体颁 
发”， 以广圣 

主宽大 
之仁。 我 们虽不 

知道兰 
瓦获得 

的是哪 
国“五 口通商 

章程' 
但准许 

照现行 
各条约 

办理是 
确定无 

疑的。 ® 不久后 
，丹 麦派领 

事来华 
，为“ 安分贸 

易”， 耆英又 
请旨颁 

给 "五口 通商章 
程”， 道光帝 

仍予以 
批准， 

三

、

 

 

1847 年 ，瑞典 和挪威 （是 时两 国结成 联盟） 派公 使李利 

华 (Carl  
Ft^dirick  

Lilieralch) 

来华 
>  要 求挟英 

、美 、法 三国条 
约“议 定通商 条约'  耆英见 其送来 的条约 草案， 完全抄 袭中美 望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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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仅将 国名变 更)， 便“允 其照缮 约册， 盖用 钦差大 臣关防 '由 
此， 这两个 北欧小 国也获 得了片 面最惠 国待遇 、协 定关税 、领事 

裁判权 、军 舰自由 出入通 商口岸 的条约 权利。 道 光帝接 到耆英 

的报吿 ，朱 批:“ 所办甚 是”。 ® 

从 这一系 列的事 件中， 我 们可以 清晰地 看到， 欧洲众 多中小 

国 家又如 何不动 枪炮轻 易擭取 不平等 权益， “夭朝 ”中的 人们又 
如何 看待和 对待令 我们今 天痛心 疾首的 不平等 权益！ 

时光过 去了许 多年。 

1870 年， 日本派 出外交 权大臣 柳原前 光来华 ，谋求 订立条 

约。 这个 昔日深 受汉文 化影响 而清朝 不放在 眼里的 小兄弟 ，如 

此妄举 ，使 大清国 颇不以 为然。 然 当时中 国最具 外部知 识的北 

洋大臣 、直 隶总 督李鸿 章同意 与日本 缔约。 1871 年 ，李 鸿章与 

曰 本大藏 卿伊达 宗诚经 两个月 的讨价 还价, 在天 津签订 了中日 

“修好 条约” 和中日 “通 商章程 ：海关 税则'  中国 近代的 条约史 
由此 别开生 面:双 方均向 对方开 放通商 口岸， 双 方均有 拥有领 

事裁 判权和 协定关 税权， 双 方军舰 均可自 由 驶入对 方的通 

商口岸 …… 这些不 符合西 方通行 的国际 惯例的 做法， 说明刚 

刚 被从“ 天朝” 体制轰 出来的 清朝和 刚刚踏 入“维 新”之 门的曰 
本， 同受各 自与西 方列强 缔结的 不平等 条约的 影响， 都 不知道 

正常 的国际 关系。  _ 

时 光又过 去了许 多年。 

1881 年 ，李 鸿聿与 巴西使 节谈判 条约。 此次 双方签 订的条 

约， 方为中 国近代 史上第 一个平 等条约 ，互 给最惠 国待遇 而取消 

了领事 栽判权 、协定 关税等 内容。 此时 已距鸦 片战争 40 年 ，清 

朝已 与英国 、美国 、法国 、俄国 、瑞典 、挪威 、葡 萄牙 、丹麦 、比利 

时 、荷兰 、西 班牙 、意 大利、 奥地利 等国签 订了几 十项不 平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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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由此 看来， 问 题仅仅 能归结 于耆英 、黄 恩彤、 道光帝 等个人 

身 上吗？ 中国 人真正 弄清国 与国之 间的正 常关系 ，付出 了多大 

的 代价？ 

“天朝 ”是一 个梦， 一个难 以惊醒 的梦。 

注释 

①  蒋 廷黻： 〈中国 近代史 > ，湖南 人民 出版社 ，1987 年再版 ，第 17 页。 

②

 

 条约原 文中文 本见王 铁崖： {中外 旧约章 汇编〉 ，三 联书店 ，1957 

年 ，第 1 册 ，第 30 至 33 页。 

③

 

 

（鸦 片战争 >, 第 5 册 ，第 382 页。 

④

 

 

（李星 沅日记 > ，上册 ，第 42S 页
。
 
 

尋 

⑤

 

 

梁廷枬 ：< 夷氛闻 记沁第 119 至 120 页。 
⑥

 

 
（刘 玉坡中 丞致耆 、伊、 牛大人 书稿乂 〈鸦 片战争 >第 3 册 ，第 359 

至 362 页 。 在 此信中 
，刘韵 珂还就 

将来局 
势提出 

10 项危险 
因素。 

⑦

 

 
耆英在 奏折中 称:英 方的要 求为“  '系 讨洋钱 二千一 百万元 ，本 

年先 交六百 
万元, 

其余分 
年交。 

一、 系索讨 
香港作 

为码头 
，并 求准往 

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 海等处 

贸易。 
一 、系与 

中国官 
员用平 

行礼。 
其 余虽尚 

有请求 
，大抵 

不出三 
款之外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56 页） ^ 耆 

英大 大缩小 
了英方 

的要求 
。 他在 该折中 

称：“ 
该夷将 

请求各 
款开列 

清单， 
交委 员塔芬 

布带囬 
'此即 

8 月 12 日中 英第一 
次静海 

寺会谈 
中马儒 

翰交张 
喜带回 

的“三 
大纸” 

（具体 
内容可 

见佐佐 
本正哉 

：{鸦 片战争 
研究 > 资料 

篇 ，第 〖99 至 200 页） ，但他 
没有报 

告诸如 
废除行 

商等项 
内容。 

⑧

 

⑬

⑪

 

⑫⑬⑬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85 页 ，第 114 至 115 

页* 第 165 页 ，第 184 至 185 页 ，第 159 贫％ 

⑨

 

 

耆英在 S 月 I7  3 奏 折中称 :“谨 将酌办 各条另 缮清单 ，恭呈 御览”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 

6 册 ，第 75 页）， 
但该书 

未收录 
清单。 

又， 耆英于 
8 月 15 日 致璞鼎 

查照会 
，附 存关于 

和约十 
项条件 

的清肀 
(佐 佐木 

正哉： 
〈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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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战争乃 研究 > 资料篇 ，第 206 至 208 页） ，估 计内容 相同。 这可能 是道光 ■ 

帝第 一次全 面了解 英方的 要求。 

⑭ 耆英照 会全文 见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争们研 究> 资料篇 ，第 217 

至 219 页， 所引条 约见王 铁崖： {中外 旧约 章汇编 >第 1 册 ，第 30 至 33 页。 

⑯ 此后， 在 广州入 城问题 上因条 约中英 文本歧 意面发 生争端 ，详见 

第 S 章^ 

© 巴 麦尊给 懿律和 义律的 训令中 已有此 一精神 ，而 给璞鼎 査的训 

令 更是明 确指出 ，英 国政府 "希 望英国 全权公 使要受 到中国 皇帝饮 命全权 

大臣在 一种完 全平等 地位上 的待遇 "（马 士  ：（ 中华帝 国对外 关系史  >  中译 ■ 

本 ，第 1 卷 ，第 751 页）。 

©  巴 麦尊致 史密斯 ，严 中平：  < 英国鸦 片贩子 策划鸦 片战争 的幕后 

活动 >,< 近代 宋资料 >1958 年第 4 期 ，第 88 页。 但 严先生 将发信 日期由 

1842 年 11 月 28 日误作 4 月 28 日 ，据严 先生所 据原书 （Collis:  “Foreign I 

Mud”） 订正。 

阿 伯丁致 璞鼎査 ，马士  中华帝 国对外 关系史  >  中译本 ，第 1 

卷 ，第 758 页 ，第 762 页。 

④巴 麦尊致 璞鼎査 ，马 士： 〈中华 帝国对 外关系 史> ，第 1 卷 ，第 750 至 

751  页。 

㉑ 1841 年 8 月 16 日 ，璞 鼎査给 耆英的 照会中 提出， 要求与 耆英等 

人“ 详论 和约开 载饷税 等款如 何善定 （指 子口税 ，参见 注®) ，并论 鸦片一 

项 如何可 期善办 (指鸦 片贸易 合法化 r， 后 又发出 “论鸦 片大略 （佐 佐木 

正哉： < 鸦片战 争仍研 究> 资料篇 ，第 210 页 ，第 2JL2 至 214 页乂而他与朁英 

会谈中 ，也曾 大谈鸦 片贸易 合法化 问题， 

© 巴麦尊 致懿律 、义律 ， 1840 年 4 月 25 日。 巴麦尊 在训令 中称： 

“你 们要知 道陛下 政府无 意把这 一点当 作先决 条件来 坚持, 但我训 令你们 

尽各种 恰当的 努力从 中国政 府获取 这个问 题的某 种有利 的規定 ，（严 中 
I 

平 ：<英 国鸦片 販子策 划鸦片 战争的 幕后活 动）， < 近代 史资料 >1958 年第 4 

期 ，第 84 至 S5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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㉔ 王铁崖 先生所 编< 中外旧 约章汇 编>第 1 卷收 录南京 条约时 ，对 

子 L.I 税的条 文规定 为：“ …… 路 所经过 税关不 得加重 税例， 只可估 价则例 

若干 ，每 两加税 不过分 '后一 句话似 为有误 ^ 据耆 英进呈 的条约 文本， 

“每两 加税不 过某分 ”（ （鴉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161 页） ； 又 据条约 

英 文本， K  which  shall  noi  exeed  per  cent （海 关总 署编： （中外 条约集 > 

“Treaties  ,  Conventions,  etc. ,  bet  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上海， 1908 

年 ，第 1 卷 ，第 163 页） ，即 在具体 数额前 空格; 而 1S40 年 8 月 12  H 中英第 

一次 静海寺 会谈时 ，马偁 翰交给 张喜的 清单上 ，该 段文 字为： “英国 货物即 

在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 海等处 次 纳税者 ，可遍 运天下 。 所 过之悦 

关 ，不叮 甚加税 ^ 例所 加者， 应以估 价为例 ，每两 +过  分" <佐 佐木止 

哉：  <鸦 片战争 乃研究 >  资料篇 ，第 200 贤）。 由此 吋认定 ，南京 条约关 f 子 

口税 未有具 体数字 规定， 正 式文本 当为“ 每两加 税不过  分'  即在 “分” 

前空格 ，以准 备将来 填入。 

© 见 王铁崖 ：< 中外旧 约章汇 编>第1 卷，第33页。 “过 境税声 明”仍 

未对子 口 税的 数额作 出具体 规定， 仅称 英国货 物在内 地子口 .其税 “一切 

照旧 轻纳'  又， 该声明 作为南 京条约 之附件 ，在南 京条约 互换时 （1S43 年 

6 月 26 日 ） 正式 牛效。 

@@0©  佐佐木 止哉：  <鸦 片战争 仍研究 > ，第 220 至 223 贞。 

㉗ 〈李 星沅 5记> 上册 ，第 429 页 ，第 431 页。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212 至 213  耆英在 奏折中 

称，“ …… 酌定善 后章程 ，汇 分八条 （由 咸龄 、黄 恩彤等 入〉， 禀经臣 等备文 

明 晰照会 ，该 夷酋亦 即照复 ，均 无异说 ，谨将 各条另 缮清单 ，恭 呈御 览”。 
由 此可见 ，八项 协议的 内容由 双方互 换照会 rfil 加以 确认 ，然 耆英的 清单， 

档案中 没有找 到。 耆英 该折正 文又对 道光帝 历次谕 旨提到 的事项 作出答 

复：一 、关 于今 后商欠 ，"善 后条款 内载明 …… 只可官 可者急 ， 不可 官为偿 

还"； 二 、关于 被‘汉 奸今后 犯法， "至通 商后， 华 民归中 国管束 ，英 商归英 
国自理 ，华 民有 罪逃至 英馆者 ，英 夷不准 庇匿， 英商有 罪逃入 内地者 ，中国 

即 行交还 …… 是该 K 等别 经犯罪 ，自当 仍由该 管官照 例惩办 、三、 关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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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茧方 情愿按 例交纳 ，惟 称粤海 关丁书 税役向 多陋规 ，求 为査明 禁革' 

英方亦 不得对 中国商 人交税 事"越 俎”； 四 、关 于舟山 、鼓 浪屿撤 军时间 ，英 

方坚持 原议， 但称 “酌留 兵船， 不过 数只， 既 不侵夺 百姓， 亦不拦 阻商船 ，均 
丁冓 后事宜 内切实 议定'  五、 分年筹 给赔款 问题。 以上仍 可视为 善后章 

程八 项协议 的主要 内容。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223 页。 其中 道光帝 对善 后章程 

八项协 议中对 今后商 欠“官 为着追 "一 词提 出异议 ，要 求改为 “自行 清理％ 

®  张喜： 〈抚 夷日记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395 页。 r 

C3>©0@©®@®®©@  { 鸦片 战争档 架史料 >第 6 册 ，第 303 页， 

第 317 至 319 页 ，第 684 至 6S5 页； 第 7 册， 第 78 页 ，第 192 至 197  第 

209 至 213 页 ，第 218 页 ，第 246 至 251 页 ，第 277 至 278 页 ，第 324 至 325 

页 ，第 327 页 ，第 345 至 346 页 ，第 350 至 353 贲 ，第 357 至 359 页。 

©  不仅南 京条约 的签字 文本. 耆 英没有 呈送北 京， 就 是该条 约的互 

换 文本， 耆英亦 未送至 北京， 而 是留在 广州两 广总督 衙署。 第二次 鸦片战 

争中 英法联 军攻占 广州， 吃 惊地发 现了该 条约的 正本。 后归 还给清 政府。 

© 耆英 的这些 折片咨 文现均 已发表 ，见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6 

册 ，第 297 至 304 页。 

©  1841 年 9 月， 英运输 船纳尔 不达号 （Nerbudda) 在 台湾基 隆遇风 

沉船 ，船上 274 人 中被俘 133 人。 1842 年 3 月 ，英 运输船 安妮号 （如口>在 

台 湾台中 一带海 面遇险 ，船上 57 人 中被俘 49 人。 台湾 镇总兵 达洪阿 、台 

湾道姚 莹均奏 报胜仗 （详见 （中 国丛报 > ，第 11 卷 ，第 682 至 685 页； 伯纳 

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第 2 卷， 第 156 页； 奥塞 隆尼：  < 对华 战争记 >第 

203 页； 姚莹 ：（ 东溟奏 稿>  卷二、 卷三；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656 

至 657 页； 第 7 册 ，第 104 至 105 页入 1842 年 5 月 14 日 ，道 光帝因 浙江战 
■  

■> 

败 ，下 旨：对 安妮号 上的英 俘“取 供之后 ，除 逆夷头 目暂行 禁锢候 旨办理 r 

外 ，其 余各逆 夷与上 年所获 -百三 十余名 ，均 署即行 正法， 以纾积 忿面快 

人心，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5册1第262 页） 由此 ，当战 后英军 索要战 

俘时 ，仅 剩下了  11 人 （同 上书 ，第 6 册 ，第 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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㉟ 后台湾 镇总兵 达洪阿 、台 湾道姚 莹在京 审讯; ̂ 均于 1843 年 10 

月 18 日 释放。 道光 帝在谕 旨中称 ：“达 洪阿等 原奏， 仅据所 属文武 士民禀 

'报 ，并未 亲 in 访 査核实 ，率 行人奏 ，本 有应得 之罪。 姑念 其在台 有年， 于该 

处南 北匪 徙屡次 滋扰， 均 能迅速 蒇事， 不 烦内地 兵力， 尚有微 劳足录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292 至 293 页） 此时 ，道光 帝明显 是在为 

其下 旨杀俘 事找借 口了。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636 至 638 页; 第 7 册 ，第 162 争: 

166 页;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0 研究 >  资料 篇， 第 225 至 232 贞 ，第 239 

至 241 页。  ^ 

㉟ 这从 道光帝 谕旨中 看得非 常清楚 n 他在刚 刚收到 南京条 约时， 

极欲挽 回利益 ，至派 伊里布 为钦差 大臣时 ，调 子有 所变更 ，强 调的是 “要约 

切实， 免致日 后借口 启衅” 。而 11 月 20 日 给耆英 谕旨是 "总 期夷民 相安， 

尽莕无 弊”。 后经仿 了 杀英俘 、烧商 馆的交 涉后， 道光帝 的调于 大变。 

1843 年 3 月 6 日 谕旨称 ，其通 商输税 事宜祖 定规模 …… 该将军 （伊 里布） 

务当通 盘筹划 ，持 以公平 ，以颃 夷情而 裕国课 ％  4 月 6  S 谕旨 称:" 办理通 

商饷税 章程， 一切务 臻妥善 ，以顺 夷情， 免致别 生枝节 '  7 月 9 日谕 旨称： 

“此事 (指 条约 谈判） 尤宜斟 酌尽善 ，不 致日久 弊生， 庶使华 夷均可 相安无 

事 …… 总期于 民隐夷 情两无 窒碍”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6 册， 第 316 

虫 ，第 331 皮; 第 7 册 ，第 4S 页， 第 103 页 ，第 191 页>。 这一 方面是 因为英 

方已经 同意了 清方最 为关切 的五口 以外不 得游历 、今 后商 欠不由 官还等 

条忡， 更重要 的是， 清 方为了 长久的 和平， 已经 考虑英 方未来 的利益 。 在 

这种情 形下， “挽回 ”之事 5 然无从 谈起。 

© 这一对 策最初 产生于 伊里布 、耆 英在南 京时的 商议。 后 御史雷 ■ 

以诚 也上奏 此策， 道光帝 旨 命耆英 I 考。 广 东谈判 正是按 照这一 对策行 

事。 （< 鸦片 战争裆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335 页 ，第 354 至 355 页 ，第 523 页： 

黄 恩彤: 〈抚 远纪略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419 页） 

⑩ 黄思彤 :< 抚远纪 略〉，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419 页。 

© 尽管 黄恩彤 s 称完 全是 自己的 提议， m 从档 案资料 來#， 祁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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冑英 、道光 帝均有 此意图 （见 （鸦 片战 争档案 史料〉 第 7 册 ，第 47 页 ，第 78 

紅 ，第 81 

© 利络： < 缔约日 记久  < 鸦片战 争>第 5 册 ，第 507 页。 

©  (中 国丛报 > ，第 12 卷 ，第 391 至 400 页 。 

©  中 英虎门 条约第 -款规 定：" 所有钦 差大臣 、公使 大臣画 押钤印 
进出口 货物税 则例附 粘之册 ，嗣 后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 海五 港口均 

奉以为 式”； 第二款 规定： "所 有钦差 大臣； 公使 大臣 画押钤 印新定 贸易章 

程附 粘之件 ，嗣后 五港口 均奉以 为式'  这就 确定了  “五口 通 商章程 ：海关 

税 则”作 为中英 虎门条 约的附 件地位 和法律 效用。 

©  以下 引用条 约原文 ，均据 王铁崖 ：（ 中外旧 约章汇 编>第 1 卷 ，第 

34 至 50 页。 

©  条约英 文本无 "但 该民 人等不 得揸自 殴打 伤害， 致伤 和好” 一句。 

© 海关总 署编： {中外 条约集 >第 1卷，第 163 页。 

©  巴麦尊 提出， 若清方 网意割 让海岛 ，可 不提这 一条件 ^ 巴 麦尊策 

划这一 条款的 用意是 ，用 一部 明确的 关税则 例来改 变以往 行商吏 员百般 

盘剥 英商的 状况， 按照 巴麦尊 的训令 ，新定 关税则 例的制 订权和 公布权 

仍属于 清政府 ，英方 仅要求 若关税 有所变 更应于 12 个月 之时通 知英方 

(严 中平： 〈英国 鸦片贩 子策划 鸦片战 争的幕 后活动 >，< 近代 史资料 >1958 

年第 4 期 ，第 75 页）。 

@@ 严中平 ：<  英国 鸦片贩 子策划 鸦片故 争的蒂 后活动  >,<  近代史 

资料 >1958 年第 4 期 ，第 76 页 0 

@  由亍当 时的俄 国还属 于农奴 制时期 ，而 清朝在 北方的 旗地中 ，尚 

有不 少束缚 于土地 的农民 ，因而 双方都 有逃民 问题。 其次 ，条 约规定 ，本 

国境内 犯罪的 他国人 ，或 他国指 控在他 国境内 犯罪逃 回的本 国人， 都由本 

国官 员逮捕 (逮 捕权属 本国政 府）， 会同他 国官员 同审理 （审 理权共 享）， 

审明案 情后， 案犯由 所属国 官员依 照本国 法令量 刑惩处 （判 决权分 离）。 

再次， 为了防 止量刑 的不公 ，两 囯就当 时大量 发生的 越境抢 劫等罪 ，在条 

约中 明确规 定了双 方的貴 刑标准 ，俾能 有所依 照^ 而中俄 条约中 最为关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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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是 ，这种 权力是 双向的 、对 等的 ，因而 也可 以认 为是平 等的。 

@ 义律在 照会中 提出： “惟从 此之后 ，倘 苒允外 国之人 ，在此 外别港 

开帘 贸易 ，亦当 准英民 商船同 然赴往 （佐佐 木正哉 ：<  鸦片战 争乃研 究> 

资料篇 ，第 33 页〉 

©  巴麦 尊训令 J840 年 2 月 20 日 ，阿伯 r 训令， 1841 年 11 月 4 日， 

见马士 ：<中 华帝国 对外关 系史〉 中译本 ，第 1 卷 ，第 713 页 ，第 757 页。 

© 耆英 在奏折 中称： “ 前此合 议善后 条约， 本系 臣耆 英主稿 t 会衔照 

发该酋 ，令 其复核 。 该酋 于各国 - 体准赴 五口贸 易条内 ，添 出大皇 帝有新 

恩施 及各国 ，准 英人一 体均沾 等句。 臣等 疑其于 现定税 则马 头别有 要挟， 

饬令黄 恩彤、 咸龄向 在省夷 目屡加 诘询， 据称 税则马 头业已 议定， 断不敢 

另 有要求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325 至 326 页）。 由此可 

见 ，英方 是在最 后关头 提出片 面最惠 国待遇 要求的 ，面 耆英 根木没 有识破 

英方的 计谋。 至于 “主搞 ”云云 ，只是 在萆约 交換中 的一个 搞本， 并 非为耆 
英自 行撰就 之意。 耆英在 道光帝 面前夸 大了自 己的作 用6 

©  在 此后的 广州人 城危机 、第 二次鸦 片战争 、中 法战争 、八 国联军 

侵华 战争中 ，广州 、福州 、上海 、大沽 （天 律） 等口 岸都成 为外国 军舰炮 a 下 

的 危城， 在军事 上根本 无法组 织防御 ^ 

© 本节 的撰写 ，我参 考了熊 志興： 〈从“ 望厘条 约”的 签订看 中美外 

交史 上的一 次交锋 >(( 近代 史研究 ）1989 年第 5 期〉 和李 定一：  <中 美早期 

外交史 > (三民 书局， 1985 年， 台北） ，在 此表示 感谢。 

© 由于当 时的美 国商船 都有优 于清朝 师船的 武器装 备、护 侨根木 

没有 必要； 美国在 鸦片战 争期间 大肆販 卖鸦片 ，颇有 取代英 国之势 ，加尼 

对此 仅发布 告示， 宣称鸦 片船若 被清政 府缉拿 ，他将 "不加 援手'  加尼在 

广州 做成的 唯一的 事是， 1841 年 5 月广州 之战时 t 英商 奉义律 命令于 21 

口撤退 * 部分美 商未走 .5 月 22 日 美商- ■侍 童胥利 (Sh«i*y) 被杀； 加 尼要求 

賠偿 7800 美元。 祁埙 勒行商 出钱， 并加价 2200 美元， 共赔偿 1 万 美元。 H 

©⑪® ⑮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笫 6 册 ，第 

4S3 觅 ，第 5S6  K, 第 693 至 694 页， 第 684 至 686 页 ，第 735 页 ，第 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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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士裹 ：< 十九 世纪美 国侵华 档案史 料选辑 > 上册 ， 第 

U 页， 第 17 页 ，第 26 至 27 页 ，第 29 至 31 页。 

®©  黄 恩彤： 〈抚 远纪略 >,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428 至 429 贞。 

©  1844 年 6 月 28 曰， 顾盛致 函耆英 提出， 美使应 当驻京 ，或 另辟管 

道与中 枢建立 联系， 被耆英 拒绝。 7 月 2 日 ，耆 英致函 顾盛： " 査现 在所议 

各条 （指条 约> …… 已定十 分之九 ，所未 能定者 ，则在 贵国与 中国京 中大臣 

文书 往来一 款， 又师船 进口到 第二炮 台彼此 放炮贺 喜一款 。”泌 两 款对耆 

英或对 清王朝 说来都 是大事 ，但 对美 国或按 国际惯 例说来 却不具 有决定 . 

性 的意义 ，故谓 之为“ 细故” （朱 士嘉：  < 十九世 纪美国 侵华档 案史料 选辑） 
上册 ，第 31 至 34 页；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462 至 463 页） Q 

@  王铁崖 ：< 中外旧 约章汇 编>第 1 册 ，第 50 至 57 页。 以下 援引望 

厦条 约条款 ，皆 据该书 ，不再 注明。 

@  頋盛 提出的 16 项优点 为:一 、新定 税则对 美有利 ，如人 参等进 U 

税降低 ，且变 更关税 须两国 同意； 二、 中英条 约规定 了英国 领事应 当对英 

商纳 税负责 ，而 美国领 事无此 责任； 三 、进口 货可另 转通商 口岸而 不必再 
I 

纳税； 四 1 领事遇 有不平 ，可 直接向 督抚大 员申诉 ，足以 提高其 地位； 五、 货 

物 未卸时 ，商船 可在两 日内转 换港口 而不必 交税； 六 、美人 可在通 商口岸 

租房 、建楼 ，并 可设 立医院 、教堂 及基地 （后 三项为 伯驾要 求添入 者）； 七、 

美 人可以 延&中 国人教 授语言 、购 买书籍 。.八 、美人 享有治 外法权 的详密 

规定； 九 、中国 承认美 国商船 在中国 与 他国战 争期间 的中立 地位； 十 、中国 

政府有 保护在 华美侨 生命、 財产的 责任； 十一 、中国 得救助 在华沿 海遭难 

美船之 责任； 十二、 中美官 员及民 人在平 等相交 的規定 ，较中 英条约 为佳; 

十三、 不选中 国官吏 礼物； 十四、 军親可 入通商 口岸； 十五、 美使可 以向中 

国东南 督抚呈 递致清 廷文书 ：十六 、美 国政府 不保护 _ 商走 私鸦片 及违禁 

品 （赖 癟烈 ： {早 期中美 关系史 >中 译本， 商务印 书馆， 1963 年 ，第 134 至 136 
页 K 

© 此十款 为：一 、美方 有权向 都察院 申诉； 二 、洋楼 被烧， 欲援引 

IS42^  12 月火 烧商馆 事件， 由清方 赔修； 三、 货物三 年不销 ，请 发回 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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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潸 朝官 设栈房 ，代为 贮货； 五 、请朝 的敌国 、与国 ，均 准美船 往来； 六、 

美船在 中国港 G 请归中 国统辖 护理， 倘遇别 国凌害 1 请中 国代为 报复； 七、 
I 

美船 若被敌 兵追袭 ，请中 国护助 攻击； 八 、美船 入港， 应与潸 朝炮台 互鸣礼 

炮; 九、 美方要 求北京 的内阁 或某部 院衝门 ，接受 其国中 文书； 十 、若中 、美 

交战 ，允 许撤退 其商人 ，象 遭殃害 （（鸦 片战争 挡案史 料>第 7 册，第468 

页)。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科 >第 7 册 ，第 4S9 至 492 页； （筹办 夷务始 末> 

道光朝 ，第 6 册 .第 2850 页。 

@  本节的 撰写， 我 多处参 考了卫 青心著 、黄 庆华译 {法 国对 华传教 

政策〉 ，中国 社会科 学院出 版社， 1991 年， 北京 。 这对于 不僮法 文的我 ，受 

益极大 ，在 此表示 感谢。  1 

m  1S30 年至 1844 年， 英国每 年来华 商船自 70 艘至 100 余艘， 美国 _ 

来 华商船 每年自 18 艘至 43 想不等 ，法 国每 年仅为 1 至 7 艘 （姚 贤镝： ^ 中 

国近代 对外贸 易史资 料>第 1 册 ，中华 书局， 1962 年 ，第 288 页 ，第 303 

页） ， 至 1840 年， 法国对 华商品 输出尚 未超出 60 万法郎 ，而美 国高达 

6000 至 7000 万法郎 （卫 青心 ：  < 法国对 华传教 政策〉 中 译本， 上册 ，第 237 

-页 ，第 239 页）。 耆 英亦称 :“佛 兰西每 年来船 数目虽 《 无多” （〈鸦 片 战争. 

榇案 史枓) 第 7 册， 第 271 页） 。 

®@@®  黄 恩彤： 〈抚 远纪略 >，（ 鸦片战 争>第 5 册，第 430 页 ，第 I 
433 

®  士 思利于 1844 年 晋海军 准将， 1849 年出 任驻英 大使， 1853 年任 

上院 议员; 真 盛意于 1$46 年 回囯后 ，仅做 到驻巴 格达副 领事。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5 册 ，第 119 至 120 页； 卫青心 ：< 法国对 

华传教 政策〉 中译本 ，上册 ，第 165 至 172 页。 又 据黄恩 彤记载 ，当 时中法 

会谈没 有成功 ，是因 为法方 "所 索兵费 颇多， 而师期 甚缓， 奕 公察其 不诚， 

厚蹭 遣之去 鸦片 战争) 第 5 册 ，第 430 页）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6 册 ，第 86 至 89 页 ，第 128 页 ，第 159 

页； 卫 青心： 〈法国 对华传 教政策 > 中译本 ，上册 ，第 202 至 20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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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鸦 片战 争档茱 史料) 第 6 册 ，第 179 页 ，第 214 页 ，第 253 反：卫 
青心： 〈法国 对华传 教政策 >  中译本 ，上册 f 第 205 至 20S 页。 

n 青心： 〈法国 对华传 教政策 > 中译本 ，上 册, 

第 207 页 ，第 231 至 236 页*第 238 页 ，第 246 页 ，第 252 页 ，第 269  ̂   271 

页* 第 353 页 ，第 371 至 375 页 ，第 378 至 379 页。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271 

页 ，第 324 页 ，第 207 页， 第 404 页 ，第 420 页 ，第 470 至 471 页 ，第 501 页， 

第 518 至 524 页 ，第 515 页 ，第 527 至 528 页 ，第 509 页 ，第 510 至 515 页， 

第 531 至 532 页 ，第 631 页。  、 

m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7 册， 第 50i 页^ 卫青 心的说 法不同 .，称 
法围军 舰仅有 6 艘 法国对 华传教 政策〉 中译 本， 上册 ，第 305 页。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第 508 至 512 页。 J1 青心：  < 法国 

对 华传教 政策》 中译本 ，上册 ，第 262 至 269 反。 黄恩彤 抚 远纪略 >“鸦 

片战争 >第 5 册 ，第 430 至 431 豇。 

@ 就中法 黄埔条 约的具 体内容 来看， 有些地 方还超 过了中 荚虎门 

条 约和中 美望厦 条约。 如第 35 款 ，关 于片面 最惠国 待遇： “至别 国定章 
程， 不在佛 兰西此 次所定 条款内 ，佛兰 西领事 等官与 民人不 能限以 遵守： 

惟中国 将来如 有特恩 、旷典 、优免 、保佑 ，别国 得之， 法兰西 亦与也 ，也就 

是说 ，法国 有权对 其他条 约进行 “甄别 '对 其有利 便援引 + 对其不 利便拒 

绝， 乂如第 30 款称 ：“倘 佛兰西 船遇有 破烂及 别淥故 ，急需 进口躲 避者， 

无论何 口均当 以友谊 接持'  也就 是说， 法国舰 船只要 找一个 借口， 即可进 

入中国 任何一 个口岸 s 义如第 11 款 ，关 于引水 杈的规 定：“ 凡人欲 当拂兰 

西船 引水者 ，若有 三张船 主执照 ，领 事官便 可着伊 为引水 ，与 别国 一律办 

事。 所给引 水工银 ，领 亊等 官在五 U 地方， 秉公酌 量远近 、险 易情形 ，定其 

工价 '由 于此项 规定， 中国各 口岸的 引水权 ，后 来全部 苠失。 

@  (鸦 片战 争挡案 史料） 第 7 册 ，第 512 至 515 页6 又 ，一些 论者据 

中 法黄埔 条约第 22 款：佛 兰西人 亦一体 可以 建造礼 拜堂、 医人院 、周急 

院 、学房 、坟地 各项'  认为法 国由此 获得了 传教的 权力。 这 是…种 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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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条 约的这 一条款 ，对 中国 人无效 ，诸如 俄罗斯 在北京 设有教 士团一 

样。 即法国 人在通 商口岸 开办的 各神宗 教场所 ，只 能对 外国人 开放。 实 

际上 ， 中美望 S 条约 第〗 7 款规定 ，美人 准“设 立医院 、礼 拜堂及 殡葬之 

处 '相比 之下， 法国只 比美国 多了“ 周急院 1 救 济院） 、“ 学房” （神 学院） 两 

项 权力而 已。 再 ，按照 中国人 的习惯 ，法 国信奉 的为“ 天主教 '也 仅要求 
对天主 教弛禁 ，后耆 英扩大 弛禁范 围至基 督教各 教派。 因此 ，我在 此也不 

用“ 天主教 ”这一 名词， 而是统 称为基 督教。 

@  卫 青心： {法国 对华传 教政策 >中 译本， il 册 ，第 347 页。 后来耆 

英在奏 折中吏 婉转地 明确表 示了这 层意思 ^ 现在所 定条约 既不能 出乎二 

国 （指英 、美) 之外 ，而伊 （指拉 寧尼） 回国系 属徒劳 往返， 难以上 复君命 ，求 

奴 才代为 设想” （〈鸦 片战争 档案史 料>第 7 册 ，第 509 页）。 耆英在 这里虚 
拟拉萼 尼的话 表露其 判断。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324 页。 

®  (鸦 片战 争挡案 史料〉 第 7 册 ，第 559 至 56仏 页 ，第 575 至 576 页； 

卫資 f、：< 法国 对华传 教政策 > 中译本 ，下册 ，第 433 至 434 页； 马士：  {中华 
帝国对 外关系 史>中 译本， 第 1 卷 ，第 374 至 375 页。 当时， 中英虎 门条约 

之附件 、中 美望 M 条约、 中法黄 埔条约 皆称“ 五口通 商章程 ：海关 税则” ，耆 

英未 指明是 哪一个 条约， 或许将 3 个条 约都颁 给了。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57S 页 ，第 685 至 686 页 ，第 689 

页 ，第 701 页。 

®  < 鸦片 战争档 案史料 >第 7 册 ，第 785 至 7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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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历史 的诉说 

历 史不能 重演。 历 史学家 并不因 此而停 止假设 、推 论等工 

作。 历 史学的 许多意 义就在 其中。 

我在 研究鸦 片战争 史时， 很怏便 得出结 论：清 朝迎战 必败, 

应当尽 早与英 国缔结 一项对 其相对 有利的 和约。 这当然 是一种 

假设。 可是 ，这 么一来 ，我就 遇到来 自内心 的两项 驳难： 

一 、按 照这一 判断， 清 朝就不 应当抵 .抗， 英国 军舰一 开到中 

国海 马上就 投降？ 

■ 二、 按照这 一判断 ，在战 场上英 勇抵抗 的清军 将士的 血都是 

白 流的？ 

作为一 中国人 ，我 不能回 避这些 驳难。 于是 ，我思 考了很 

由中国 海东望 ，迎 着太阳 ，是 东亚的 另一重 要国家 一3 
本。 在 这个中 国人眼 中位于 g 出之地 的民族 ，对 他们视 为日落 

之地的 文明， 表现出 浓厚的 兴趣。 一千 多年来 ，他 们向中 国学习 
了许多 ，以 致被 公认为 属于汉 文化圈 之内的 国家。 

鸦 片战争 爆发后 不久， 日本也 遇上了 与清朝 同样的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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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 年 ，美国 东印度 親队司 令培里 （ Mathew  Galbraith  Perry) 率 

军舰 4 艘 由上海 驶入东 京湾。 其在日 本引起 的震动 ，不 亚于 13 

年 前英国 军舰开 抵大沽 0。 掌权的 德川幕 府面对 着培里 送来的 

国书 ，其神 态犹如 道光帝 手捧巴 麦尊致 中国宰 相书。 他 们不知 

所策 ，采取 了软弱 的姿态 ，约 定次年 再给予 答复。 由于这 些当时 

世 界上最 先进的 蒸汽动 力美国 战舰被 油漆为 黑色， 时人 称之为 

“黑船 事件％ 

第二年 I 培里又 来了。 这次 带来了  7 艘军舰 ，装备 更为精 

良。 德川幕 府在此 武力的 逼迫下 ，接受 了美方 的条件 ，签 订条 

约 ，被迫 开国。 

决 口由此 被打开 ，西 方的洪 水汹涌 直人。 至 1858 年 ，日本 

与美国 、英国 、俄国 、法国 、荷兰 签订了 十多项 不平等 条约。 西方 

列强 由此获 得领事 裁判权 、片 面最惠 国待遇 、协定 关税、 设置租 

界 (居 留地） 等 不平等 权益。 除了割 地赔款 外， 日本 “享受 ”着与 
中商 同等的 待遇。 

所有 这一切 ，都起 源于那 4 艘“黑 船”。 在此 5 年间， 日本没 
有 丝毫的 抵抗。 以 对方的 条件签 订条约 ，可 以认定 为投降 。曰 

本不事 抵抗自 是幕府 的积弱 ，反 过来说 ，即 使进行 抵抗， 也将道 

到与中 国同样 的惨败 。然开 国之后 的种种 刺激， 又转为 另一种 

催 化剂。 以蒸汽 机的日 文谐音 "上喜 选”作 的狂歌 _ 对此 有着形 I 

象的 概括： 

“名荼 上喜选 ，只 消喝 四碗， 

惊破 太平梦 ，彻夜 不能眠 。” 
战舰在 此化作 浓茶， 引起神 经中枢 的髙度 兴奋， 引 起日本 民族不 

睡觉的 奋斗， 引起日 本历史 上的重 大转折 —— 明治 维新。 ® I 

日本 成功了 。 今天 的日本 史学家 几乎无 入否认 /‘安 政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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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的失败 是今日 日 本成功 之母。 

就如一 个人一 生中不 可能不 栽跟头 一样， 一 个民族 在历史 

上会有 许多次 失败。 失 败并不 可伯。 H 本最初 的失败 ，虽 给其 

带来种 种灾难 ，但 到秋后 算总帐 ，真 正的失 败者是 德川幕 府及其 

“锁国 ”政府 ，而 对今日 日本民 族说来 ，当时 的痛苦 并不比 婴儿接 
种牛 痘疫苗 时的不 适更为 强猛。 以时间 为主铀 的历史 ，给 世界 

上任 何民族 以东山 再起的 机会。 中国 历史上 “十年 生聚、 十年教 

训”的 故事还 少吗？ 视野的 放宽， 距离的 拉长， 会 给历史 学家另 
一种价 值观念 。 

我在 第三章 中提到 ，对于 列强的 入侵， 武力抵 抗无疑 是正确 

的； 但这 种抵 抗注定 要失畋 ，另 作选择 也是明 智的。 前者 是道德 

层面的 ，后 者是 政治层 面的。 负责 任的政 治家可 以选择 对其民 

族更为 有利的 策略。 对此 不能简 单地以 “爱国 ”或“ 卖国” 的道德 
观念概 括之。 

▲ 

3 本 的事例 已经证 明：避 免交战 ，减少 损失， 也是- 种明智 

的 选择； 即 使订立 r 不平 等条约 ，也不 见得必 然一味 沉沦。 失败 
的 民 族仍有 机会再 度辉煌 ，关 键在于 战后的 奋发。 

可是， 清 朝与德 川幕府 不同。 它是 - 个自 信 的“夭 朝”， 尽管 

事实 上已百 病缠身 。 它 不相信 自己竟 然不敌 区区岛 “夷” ，因而 
在 当时不 可能不 以武力 相拒。 有许 多材料 证明， 清朝在 鸦片战 

争中 的败北 ，对 德川幕 府的不 抵抗决 策大有 关联。 而清 朝除了 

亲 自尝受 滋味外 ，并 无前车 可鉴。 琦 善也罢 、伊里 布也罢 ，其和 

平计 划不可 能被英 方接受 ，其 避战策 略更不 能为“ 天朝” 容忍。 
战 争不可 避免。 清军 将士注 定要在 战场上 流血。 

由此 而论， 我的 假设， 即故 弃武力 抵抗, 尽 早与英 方缔约 ，只 

是“卓 后诸葛 亮”的 一种策 略选择 ，在 当时 不具有 现实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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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意 义仅仅 在于， 为研究 这段历 史的人 们提供 道德批 判以外 

的价值 标准。 

问题由 此而转 入下一 层面， 清军 将士在 战场上 付出的 鲜血， 
怎样 才不会 白流。 

以鲜 血面贏 得胜利 t 自是 其价值 的充分 体现。 以鲜 血而换 

来失败 ，也可 能不是 无谓的 ，即 所谓 “血的 教训'  一个失 畋的民 
族在战 后认真 思过， 幡 然变计 ，是財 殉国者 最大的 尊崇、 最好的 

纪念。 清军将 士流淌 的鲜血 ，价 值就 在于此 q 
I 

可是 ，清 朝呢？ 它似 乎仍未 从“天 朝”的 迷梦中 醒来， 勇敢地 

进入 全新的 世界， 而 是依然 如故， 就像一 切都未 发生。 
让我们 按照本 书人物 的出场 先后， 依 次看看 这些本 应作深 

刻反省 的重要 角色在 战后的 表现。 

琦善于 1841 年 8 月 被定为 斩监候 ，秋 后勾决 D 但 到了秋 

天 ，道 光帝加 恩释放 ，发往 淅江军 营效力 赎罪。 由于奕 经的反 

对， 改往张 家口军 台充当 苦差。 1842 年 3 月， 张喜曾 见过他 ，而 

他 对张喜 的局势 判断， “深 以为是 ”②。 
至战 争结束 ，琦 善被控 罪名亦 被事实 推翻。 穆彰阿 等人设 

计 援救， 授 意直隶 总督讷 尔经额 召对时 说项， 道光帝 意允。 ® 

1843 年 1 月， 旨命琦 善为四 等侍卫 （从五 品）， 任 叶尔羌 参赞大 

臣 （治所 在今莎 车）。 未 及到任 ，又于 4 月授二 品顶戴 ，调 热河都 

统。 御史陈 庆镛直 言上谏 ， 指出英 人之所 以猖狂 ，是因 为琦善 - 

“示 弱”。 道光帝 由此收 回成僉 ，罢 斥琦善 ，令其 “闭门 思过” 。④ 

陈庆镛 对刚刚 结束的 战争之 分析， 仍是 裕谦的 “人心 论”。 他的 
奏折 代表着 众多儒 吏士于 的认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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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 多久， 1843 年 11 月， 道光 帝授琦 善为二 等侍卫 （正四 

品） ，充驻 藏办事 大臣。 1846 年授二 品顶戴 ，迁四 川总督 D  1848 

年 发还头 品顶戴 ，迁 协办大 学士。 1849 年 调陕甘 总督。 琦善终 

于官复 原职， 道 光帝也 曾言及 对他的 评价： 

“ 四川总 督谁为 最好？ …… 我 看莫如 琦善。 其 人绝顶 

聪明 ，纣 疆年久 ，何 事未曾 办过！ …… 我如此 用他， 他能不 

出 力么？ ”⑤- 、 

“何 事未曾 办过” 一语， 似乎包 含着对 其鸦片 战争中 表现的 理解。 
道 光帝死 后不久 ，琦 善又倒 运了。 1851 年因 为青海 滥杀无 

辜而革 职拿问 ，发 往吉 @ 效力 赎罪。 没过多 入， 因太 平军兴 ，以 
三品顶 戴署河 南巡抚 ，在 以都统 衔授钦 差大臣 ，主掌 江北大 营。 

1854 年 ，卒于 军中。 

从 1843 年 复出到 185, 年病故 ，我 们从 琦善这 11 年 的经历 

中 ，看不 出任何 由于这 场战争 而发生 的旨趣 变化。 除了 在驻藏 

大臣 任上因 英国窥 测有过 一次小 小的交 手外， © 他的主 要气力 
仍放在 传统事 务上， 最 关心如 何再邀 圣恩。 我们 虽不知 他内心 

中 是否毫 无反省 ，但他 未为中 国的变 革作任 何有益 的事， 却是无 

可 争辩的 真实。 

从琦 善战后 的表现 ，我们 又可以 认定， 他在 战时的 避战策 

略 ，只 是:- 种苟安 ，并无 长久的 打算和 通盘的 思考。 而在 19 世 

纪 险象环 生的世 道中， 如 此苟安 只会将 中国一 次次带 入噩难 ，是 
不 值得欣 赏的。 

林 则徐于 184〗 年 6 月旨命 发往伊 犁效力 赎罪。 因 黄河决 

口， 8 月 改往河 南祥符 ，襄 办河工 （与 琦善 定谳同 时）。 堵 口合拢 

后 ，仍发 往伊犁 ，至 1842 年 12 月 来到惠 远城。 他 在这里 住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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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年多， 其具体 差使， 据伊犁 将军布 彦泰的 奏折， 为“ 派在粮 饷处当 

差”， ⑦又据 林则徐 书信， 实为 “终日 萧闲， 一 无所事 西陲的 

生活很 艰难， 据林的 书信和 日记， 他似乎 一直在 生病。 
未到伊 犁之前 t 即 1841 年 6 月至 1842 年 12 月， 林 则徐对 

战 局的发 展十分 关心。 虽 说其“ 水军” 建策不 切实际 （详 见第六 
章 K 但对双 方在军 事上的 差别， 有切肤 感受： 

“彼 之大炮 ，远及 十里由 外，若 我炮不 能及彼 ，彼 炮先已 
及我， 是器不 良也。 彼 之放炮 ，如 内地之 放排枪 ，连声 不断， 

我放 一炮后 ，须辗 转移时 ，再 放一炮 ，是器 不熟也 …… 内地 ^ 

将 弁兵丁 ，虽 不乏夂 历戎行 之人. 而皆觌 面接仗 ，似 此之相 

距十里 八里， 彼此不 见面而 接仗者 ，未之 前闻。 故所 谋往往 

相左，  
* 

在此 分析上 t 他提出 了八字 要言: “器良 、技熟 、胆壮 、心齐 这 
虽 谈不上 是完整 的救国 方案， 但也 表现出 值得肯 定的积 极进取 

精神。 1841 年 8 月， 他在镇 江与魏 源的一 日相会 ，又为 中国近 

代思 想史留 下值 得记载 的一 ■页。 
到了伊 犁之后 ，林蛔 徐变 得消沉 起来， 最关心 的是京 城的人 

事变动 和自己 复出的 可能。 这本是 当时官 场的职 业病， 无足厚 

非。 1843 年 4 月和 10 月写 给陕西 巡抚李 星沅的 两封信 ，可以 

看 出明® 的情绪 变化。 前 信称： 
■  ■ 

“东 南事局 ，口不 敢宣， 无固无 时不悬 悬于心 g 间 ，不知 T 

何 所终极 r 
 r 

■ 

耵 信谓： 

“海 邦近事 ，得 了且了 ，奚暇 深考… …”⑩ 
这或许 是林觉 得李不 够贴心 ，未 吐心语 ，但 1843 年 1 月 给郑夫 

人及 长子的 一信， 大 概是心 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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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见京拫 ，扬威 （奕经 V、 靖逆 （奕 山） 及参赞 （文 蔚） 均 

拟大辟 （斩 监候） ，是 牛镜堂 （鉴） 、佘 紫松 （步 云） 赤-必 一律。 
即 使不勾 （秋后 勾决） ，亦甚 危矣。 由此观 之，雪 窖冰堂 ，亦 

不幸 之幸耳 。”⑪ 
较 之他人 的命运 ，林 似为自 己的“ 雪窖冰 堂”而 庆幸。 当然 ，这也 
可以解 释为说 给焦虑 的家人 听听的 宽心话 。 我们 不能说 林在伊 

犁无心 倾听来 自东南 的消息 \恰 恰相反 ，他 非常珍 视这些 消息， 

但他 却再也 没有对 此发表 评论。 被罪 之身， 需小心 谨慎， 或许林 

认为 自己的 身份和 作用， 不便多 言吧。 

1^45 年初 ，林 则徐得 到一个 机会， 即 往新疆 各地查 勘垦荒 

情况。 这 一转机 出自伊 犁将军 布彦泰 的保举 ，也 表明道 光帝对 
林的态 度开始 变化。 是年 10 月 ，道 光帝召 林进京 ，以四 、五 品京 

堂 补用。 12 月 ，又 命不要 来京， 以三品 顶戴署 理陕甘 总督。 

1846 年 4 月 ，又 命接替 病故的 邓廷桢 ，出 任陕甘 巡抚。 1847 年 

5 月 ，再 迁云贵 总番。 1849 年 9 月 ，林获 准因病 开缺。 1850 年 4 

月 ，他回 到家乡 福州。 

从 遣戍到 总督， 林 则徐在 政治上 翻了身 & 特别 有意思 的是， 

林几 次迁转 ，道光 帝都不 依惯例 召其进 京请训 。 是自觉 有负于 

林 ，或尚 不肯原 谅林， 仍不可 得知。 但林则 徐一复 辻 即 获奏事 

权， 至今仍 留下这 一时期 的大量 奏折， 君臣 之间有 着笔墨 交流。 
最近几 十年的 研究， 普遍认 定林则 徐具有 改革中 国现状 {主 

要 是军事 方面) 的进步 思想。 依照这 一思路 ，他复 出后应 当有所 

建言 ，应 当有所 行动。 可是， 很遗锒 ，我找 不到这 方面的 证据。 

其 办事细 密的作 风一如 从前， 但 主要围 绕着平 叛等传 统事务 ，当 

时中国 最急迫 的任务 被放在 一旁， 他只是 顺着当 时的政 治方向 

走。 作为 一名一 品大员 ，已 有充分 的权力 和能力 ，他为 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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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为什么 不做？ 

蒋 廷黻先 生认为 林则徐 是知道 了不说 ，知道 了不做 ，© 对此 

提出 了道 德上的 指控。 实际上 还有一 种可能 ，即 林则徐 的思想 
被 今人夸 张了。 

我在 第二章 中提到 ，林 则徐在 广东了 解外部 世界的 种种举 

措 都不事 声张的 ，今 人得以 知情， 全凭历 史学家 的史料 钩沉。 然 

而， 他并没 有正面 回答其 对外部 世界的 看法， 因此 对其开 眼看世 

界的 广度和 深度难 作准确 评估。 从他 对战争 判断失 误来看 ，似 

未有透 彻的了 解^> 

今 人称林 则徐具 有改革 中国的 思想， 主要源 于魏源 （海 国图 

志〉 中4 师夷之 长技以 制夷” 这一著 名命题 (后 将介 绍）。 但这一 
思 想是否 出自林 ，尚 无直接 证据。 至 于他在 广东购 买西洋 船炮， 

似也 不能拿 来作为 证明。 在 林之前 ，虎门 炮台上 就架有 行商购 

买的 洋炮， 在林 之后， 奕 山主粤 时期, 行商捐 建西式 战船、 仿制西 

式兵器 的规模 又大大 超过林 。 

由此 ，我们 可以认 t 体则 徐有 着可贵 且有限 的开眼 看世界 

的事实 ，但 还不 能推导 出他有 着改革 中国的 思想。 这可 举神光 

寺 事件为 例加以 说明。 

由于南 京条约 中英文 本歧意 ，外 国人 能否人 各通商 口岸的 

城, 各地做 法不一 。⑬ 1845 年， 英国 外交官 进入福 州城， 但英国 
民人 被拒之 城外。 1849 年广 州反入 城斗争 的胜利 ，使清 朝上下 

大为 振奋。 1850 年 2 月 ，咸丰 帝继位 ，在 对外事 务上表 现出不 

同于前 的强硬 姿态。 6 月 ，两 名英国 人来到 福州， 托英国 代理领 

事 金执尔 (William  Raymond  Gingell) 代 租城内 神光寺 房屋， 租契 

并交侯 官县令 盖印。 此为 英国民 人首次 进入福 州城。 刚 刚回乡 

不 久的林 则徐， 闻 讯组织 士绅， 书写 公启质 问侯官 县令， 并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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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巡抚徐 继窜， 要求效 法广州 ，驱逐 英人。 徐继 窜主张 从缓设 

法 ，避 免酿起 事端。 林再 次上书 ，一 连串提 出十二 个问题 ，表明 

他不惜 为两名 英人入 城而引 发一场 大战。 为此， 他还向 徐雄畲 

表 示：“ 如须绅 民守助 相资， 以成犄 角之势 ，亦 必恭候 切谕， 自当 

迅速遵 行。”  ® 此外， 他又 联络闽 籍言官 上奏， 酿 成一时 大案。 
如 何看待 外国人 人城， 当时的 价值观 念与今 天迥然 不同。 

可 作为战 后林则 徐唯一 插手的 与西方 有关的 事件， 我们 又看不 
出他有 高于当 时中国 社会的 思想和 手段。 就 组织方 法而言 ，仍 

是 一年前 徐广缙 、叶 名琛的 再现， 而不 惜用武 的轻率 姿态， 又说 
明他并 没有吸 取上次 战争的 教训。 历史已 经证明 ，用这 种方法 

不能 “制夷 '只能 制于“ 夷”。 
神 光寺事 件之前 ，咸丰 帝便欲 召林则 徐人京 ，委 以重用 。神 

光 寺事件 之后， 广西 “会匪 ”大怍 （时 清政 府尚不 知洪秀 全事） ，咸 

丰帝于 1850 年 10 月命 林为钦 差大臣 ，前往 广西， “荡平 群丑' 
11 月 5 日 ，他 由福州 启程， 22 日至广 东普宁 ，便病 逝了。 民间传 

说 为行商 派人下 毒谋害 ，未能 证实。 林则徐 病危中 口授、 其子林 

聪彝 笔录的 遗折， 仍是臣 子对君 主的一 片忠诚 ，看 不到我 们所希 

望的新 气象。 © 

道光 帝得到 英军退 出长江 的消息 ，长长 地松了 一口气 。两 

年 多的战 争终于 结束了 ，天下 终于太 平了。 他对 此的第 一反应 

颇合 其禀性 :立即 下令沿 海各省 撤军， 以节省 浩繁的 军费。 

由 林则徐 辑录京 中来信 而编的 《软 尘私议 > ，其中 一 则描绘 

了战 后北京 景象： 

“议 和之后 ，都 门仍复 恬嬉， 大有雨 过忘雷 之意。 海疆 

之事 ，转 喉触讳 ，绝口 不提， 即某 坊酒肆 之中， 亦大书 ‘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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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四字 ，俨有 诗书偶 语之禁 。”  ® 
这 些自然 与君主 的好恶 相关。 尽管 战争的 结局是 残酷的 ，但道 

光帝 >没 有作深 刻的自 我 反省， 仍 是一如 既往地 将一切 责任卸 
于 下属。 牛鉴 逮问后 ，他又 将奕山 、奕经 、文 蔚等 前敌主 将送上 

刑 部大堂 ，统统 定为斩 监候。 他 在内心 中认定 ，战 败的原 因在于 

这 批奴才 未能实 心实力 办事， “天朝 ”的噩 运在于 缺乏忠 贤智良 
之臣。 1842 年 10 月 2 日 ，李 星沅在 日记中 写道： 

“楞香 （程 庭桂） 书 ，于进 见时， 蒙谕 及英夷 ，辄以 用人不 r 

明 ，溁自 悔恨， 至于握 拳捶心 。”⑫ 

尽 管悔恨 至“握 拳捶心 '但 他只承 认一条 错误， “用人 不明” 。一 

年多后 ，邓 廷桢由 伊犁释 放回京 ，道光 帝召见 时仍称 “用错 了人” 
(指 用林则 徐）。 © 基于这 种检讨 t 他 在战争 中得到 的教训 仅仅是 

慎选 良臣。 耆英即 是他此 期发现 的人才 之一。 

战争 结束后 ，道光 帝曾下 令各省 修筑海 防工事 ，但因 未有军 

事学上 的检讨 ，各地 竟然旧 样复制 ，全无 改进。 奕山于 1842 年 

10 月 奏报广 东仿造 西式战 舰一艘 f 并 提议停 造旧式 师船， 经费 
改 用于建 造西式 战舰。 道光 帝颇为 欣赏， 命奕山 将图样 交闽、 

浙 、苏 三省官 员参考 。⑮ 然造西 式战舰 有材料 、技术 诸难， 更有经 

费 之艰， 各地官 员假词 推托， 他 便不再 追问。 祁埙于 1842 年 11 

月因 仿造火 轮船， “内地 匠役往 往不得 其法” ，提 议从澳 门雇觅 

“夷 匠”。 这可一 下于触 动了他 的神经 ，宁可 不要火 轮船， 也不能 

这些 危险的 “夷匠 ”入境 ，连 忙下旨 阻止。 ® 耆英于 1843 年进 

呈 新式击 发枪, 道光 帝爱不 释手， 但对耆 英提出 的 仿造一 事作朱 

批曰 ：“唧 之仿造 一事， 朕知必 成望洋 之叹也 。”㉑ 本来战 败的事 
实， 最 易使人 从器物 着眼， 进行 革新， 从而 产生波 纹扩大 式的变 

化， 可就 这一步 都迈不 出去， 又遑论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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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 老了。 战争 结束那 年他已 60 岁。 连 续执政 20 年， 

日 夜辛劳 .克 勤克俭 ，衰老 也比常 人更早 降至。 万 岁爷总 不能万 

岁。 就 连臣子 们都看 出他精 力不济 ，恶 闻洋务 及灾荒 盗贼事 ，便 

—味 哄骗。 他像 所有的 老年人 一样， 希望天 F 平静 ，耳边 安静， 
不 再像从 前那样 细究静 静水面 F 的 湍湍暗 流了。 

在一 切都上 轨道的 社会中 ，无所 作为是 中国 传统政 治学的 
最高 境界: 而 在战后 中国面 临西方 威逋的 险恶环 境中， 无 所作为 

是一种 最坏的 政治。 时 代变了 ，道光 帝浑然 不觉， 结果脚 随之跟 

人 新时代 ，而头 脑却依 旧留在 旧时代 。©在 专制社 会中， 旨意决 

定 一切。 道光 帝由此 断送了 机会。 
可是， 就 在他临 死前， 广东又 传来了 使他兴 奋的好 消息。 

依据耆 英照会 ，英 国获 得了从 1849 年 4 月 6 日起自 由进入 

广州城 的权利 （后 将叙 述）。 时 限将至 ，道 光帝看 到两广 总督徐 

广缙奏 折中有 “拒之 过竣， 难免激 成事端 ”一语 ，下 旨“暂 准入城 

以践 前约％ © 可这 道谕旨 到达广 州时， 民 众激越 的反人 城情绪 

已 使徐广 缗无法 执行。 于是 ，徐一 面制造 伪诏对 付英人 ，一 面将 

拒 绝入城 的情况 奏报道 光帝。 当道光 帝听到 英人放 弃人城 （实 

为暂时 搁置） 的消 息时, 感受到 开战以 来从未 有过的 喜悦。 他封 

徐 广缙为 子爵, 封广东 巡抚叶 名琛为 男爵, 赏 给荷包 、扳指 、烟壶 

等 物品， 并 在谕旨 中大大 称赞粤 东百姓 “深明 大义， 有勇知 

方 他以 为找到 了制“ 夷”的 新方法 ，即联 络民众 ，利用 民气， 
驱血 肉以抗 枪炮的 力量。 

尽管 今天的 人们对 广州反 人城斗 争有着 不同的 看法, 但我 

以为， 它确实 不代表 中国前 进的真 方向。 尽管今 天许多 人对民 

众 斗争有 着很高 的评价 ，但 我以为 ，它 难阻西 方列强 军事、 经济、 

政治的 攻势。 中 国欲抵 御西方 ，须自 身强大 ，其必 由之途 在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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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西方 ，如 同日本 一样。 那神强 烈的与 西方势 不两立 的情绪 ，自 

然 有其产 生和发 展的充 分理由 ，但由 此产生 的对抗 ，至多 也只是 

低级 形式的 斗争， 且 易使当 时的人 们看不 清真正 的历史 使命和 

民族 前程。 

由于 道光帝 的巨奖 ，朝野 上下一 派对外 强硬的 姿态。 这并 I 

非 来自对 世界态 势的真 实判断 ，而是 与战前 的盲目 性相联 。他 

们只 想报前 次战争 之仇， 却忘 了前次 战争之 教训。 几 年后， 恶果 

毕现。 

'  可是， 充满喜 悦的道 光帝已 看不到 这一后 杲^ 反入 城胜利 

后仅 半年， 1850 年 2 月， 他去 世了， 将这一 切痛苦 留给他 的儿子 

咸 丰帝奕 ii， 而他平 生最喜 爱且驾 崩于此 的当时 世界上 最华观 

秀 美的皇 家园林 圆明园 ，也在 10 年 后由英 军点燃 的冲天 大火中 

化为 灰烬。 

伊 里布于 1843 年 3 月 在广州 病故， 未 留下对 国是的 遗言。 

杨芳于 1841 年 7 月 即 广州战 败后， 获准 回湖南 提督本 任养^ 
病, 道 光帝下 旨曰： “务当 仰体 朕心， 加意 调摄， 报 国宣猷 ，日 正长 

也 ”，© 可他后 来未能 “报国 宣猷” ，而是 1843 年 以老病 获准开 
缺， 回贵州 家乡度 晚年。 1846 年病故 ，享年 76 岁。 史 籍称其 

“著有 (平平 录>  等书凡 十佘种 ％® 但没有 听说他 对战后 中国有 
何 建策。 

h 

奕山于 1842 年 11 月旨命 交部治 罪， 定为 斩监候 P  1843 年 

初锁 拿至京 ，圈 禁于宗 人府。 是年 9 月 释放。 未久 ，以二 等侍卫 

充和 阒办事 大臣。 以后， 他在新 疆迁转 多职， 1850 年授 伊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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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曾多 次平定 当地的 反叛。 

与他 人相比 ，奕山 应有较 多的机 会表现 ，因为 他的职 守恰在 

大力 扩张的 俄国的 正面。 可是 ，他 给清朝 带来了 一次次 灾难。 
俄国自 19 世纪 30 年代吞 并哈萨 克之后 ，开 始人侵 中国巴 

■ 

尔 喀什湖 以东以 南地区 ，并多 次要求 在伊犁 、塔尔 巴哈台 （今塔 

城） 、喀 什噶尔 通商。 道光帝 恐拒之 而引起 事端， 命伊犁 官员妥 

议 具奏。 奕山等 人经研 究后， 同意开 放伊犁 、塔尔 巴哈台 两城。 

奏上 f 道光 帝去世 ，咸 丰帝交 理藩院 再议。 理藩院 同意奕 山的意 

见 .通知 俄方派 员前往 伊犁订 立条约 

1851 年 7 月， 伊犁 将军奕 山与俄 国代表 科瓦列 夫斯基 
■ 

( E. IT .  KoBajicBCKHii) 在伊 犁谈判 。俄 方提 出伊、 塔两城 通商办 

法按 W92 年“ 恰克图 市约” 办理。 不知“ 市约” 为何物 的奕山 ，见 

俄 方递出 条约“ 官衔人 名均无 错误， 谅 非该夷 捏造” ，便同 意了， 

在 “伊犁 、塔尔 巴哈台 通商章 程”签 了字。 

按 照平等 的“恰 克图市 约”订 立的新 条约， 对 中国却 极为不 

利， 危害最 大者有 三:一 、条约 规定“ 两边商 人之事 ，各自 秉公办 
理 '这 在恰克 图是对 等的， 因 为地处 边界； 可在中 国内地 的伊、 

塔两城 就不对 等了， 中方并 不拥有 对俄国 城市内 中国商 人的司 

法 权力。 结合条 约其他 规定， 实际给 予了俄 方领事 裁判权 。二、 

条 约规定 ，两国 贸易“ 彼此两 不抽税 这 也是仿 效恰克 图的做 
法。 可免税 在中国 境内城 市实行 ，俄 国并不 开放相 应城市 ，实际 

成为 单方面 免税。 三 、条约 规定设 立“贸 易亭' 又称“ 买卖圈 
子 '由俄 国治理 ，与 租界 类似。 当然 ，签约 的奕山 并不知 这些利 

害， 反在奏 折中称 :“可 以行之 久远。 诸如 此类的 腔调， 我们已 

从前 一章耆 英处领 教过。 而咸 丰帝也 同其老 子一样 ，顺 利批准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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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56 年 1 月 ，奕山 授黑龙 江将军 。 此 时正值 俄国武 装航行 

黑 龙江， 奕 山不敢 阻止， 只 是侦察 、上报 而已。 ®1858 年春， 咸丰 

帝 因俄方 多次要 求“分 界”， 命奕山 与穆拉 维约夫 （M.  M. ■ 

MyPaBbeB)“ 会同査 勘”， 井 指示“ 务当恪 守旧约 （指尼 布楚条 

约） ，勿使 该夷肆 意侵占 奕山接 旨后， 由 齐齐哈 尔赴往 瑷珲。 

此时 的瑷珲 ，军 事上已 不再是 中国的 内地。 自俄国 多次武 

装 航行黑 龙江， 特 别是在 海兰泡 （今 俄国布 拉戈维 电 斯克） 擅设 

军事 基地后 ，瑷 珲已成 为俄国 炮口下 的一座 危城。 1858 年 5 月 

23 日开 始的中 俄谈判 ，弥漫 着城下 之盟的 气氛。 在俄方 “鸣放 

枪炮 ，势在 有意寻 衅”的 压力下 ，奕 山 如同 17 年前 在广州 ，一下 

子屈 眼了。 5 月 28 日他 签订的 “瑷珲 条约/ ，出让 了黑龙 江以北 
60 万平方 公里的 国土， 又将 乌苏里 江以东 40 万 平方公 里的国 

土改为 “两国 共管” 

1859 年中俄 北京会 谈中， 清政府 否决了 “瑷珲 条约” ，奕山 
因此被 革职。 1860 年 中俄北 京条约 签订后 ，他又 于次年 复出， 

任 署镶白 旗满洲 都统。 此后 一直在 京官上 迁转。 1871 年授内 

大臣 ，并 开复其 在鸦片 故争 前的御 前大臣 、领侍 卫内大 臣的官 

职。 1874 年 ，以病 开缺。 

奕山活 得很长 ，宦 历道 、咸、 同三朝 ，本可 有所作 为^> 可他从 

鸦片战 争中引 出什么 教训？ 我们 只能从 1858 年 瑷珲条 约看到 

点影子 ，即所 谓避免 衅端。 他是鸦 片战争 中主要 官员中 最诠命 

的 ，但 他的思 想始终 停留在 鸦片故 争前。 1878 年， 他以 88 岁高 

龄 病故， 而清 廷给他 的谥号 为“庄 简”， 大约固 守旧义 可谓之 

“ 庄”， 久官无 功可谓 之“简 ”吧。 
■ 

颜 伯焘于 1842 年 1 月 被革职 ，返 乡途中 ，路过 津州， 曾下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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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 属耳 边密语 ：“如 有佳音 （指复 出事） ，肀 即专人 送粤” @ ，可 
见这位 官迷之 无耻。 相 比牛鉴 、奕 山等人 ，他是 幸运的 ，毕 竟未 

被 定谳斩 监候； 可道 光帝闶 其“虚 词搪塞 、全无 实际” 而恨之 
始终 未让其 复出。 他 在家乡 默默过 r  10 余年。 1853 年 ，太平 

军兴 ，他在 籍奉召 ，可 只走到 赣州， 因道梗 折回。 次年 ，他 还不死 

心 ，改 道苏州 ，因 病流寓 就医。 1855 年 底死于 他乡。 遍查 史籍， 

找不到 他在鸦 片战争 后有何 表现。  
' 

奕经 1842 年 11 月旨 命交部 治罪， 定为斩 监候。 至京后 ，监 

于宗 人府。 1843 年 4 月 ，与 琦善同 时起复 ，也因 御史陈 庆镛直 

谏， 同 时改为 “闭门 思过'  可 闭门仅 半年， 思 过尚无 心得， 便于 
10 月以二 等侍卫 充叶尔 羌帮办 大臣， 后调伊 犁领队 大臣。 1846 

年因 刑讯逼 供革职 ，发 往黑龙 江充当 苦差。 道光帝 死后被 释回， 

任职 新疆。 1852 年调京 ，任工 部侍郎 等职。 1853 年太平 军攻占 

南京， 偏师 北上， 他率密 云旗兵 赴山东 防堵, 是年 11 月， 卒 于军。 

鸦片战 争给他 的教训 是差点 丢掉性 命， 此 外并无 其他。 

刘韵珂 是交战 省份督 抚中唯 一未获 咎处反 得升迁 的人， 这 
自然 与其为 人乖巧 有关。 

自 1842 年 5 月 18 日英军 陷乍浦 、扬 言攻 杭州起 ，刘 韵珂便 

魂 腑不归 ，旧病 发作。 6 月 1 日 ，他 见耆英 由嘉兴 返回， 准备遵 

旨就 任广州 将军， 觉得前 景无望 ，即 刻卧床 不起。 6 月 15 日的 

奏 折自称 “病势 日增” ，可 道光帝 谕以“ 总当以 国事为 重”。 6 月 

26 日的 奏折干 脆讲明 ：当日 已将 巡抚印 信交布 政使“ 暂行护 

理”。 道 光帝只 得给假 一月。 7 月 29 日 再奏要 求续假 20 天 ，道 
光帝 8 月 5 日 朱批 再给假 1 个月。 可到了  11  0, 他奇迹 般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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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 健康， 接见 下属， 部署 机宜。 16 日， 尚 未等到 8 月 5 日的朱 

批， 便主动 上奏， 宣布 已接印 视事， 正常 上班了 很可能 此时的 

南京谈 判创造 了有益 健康的 气候， 奕经欲 保奏伊 里布署 理浙抚 

的流言 ，更是 一剂特 效药。 
战后 ，刘 韵珂奉 旨重建 海防， 来 到宁波 、镇海 等处, 亲 眼目睹 

当年 修筑工 事全被 击毁， 可他 不知近 代战术 和筑城 技术， 看不出 

问题 ，反 觉得“ 前建各 处工程 处处为 当冲要 ，无隙 可乘' 下令恢 

复原样 年 8 月， 他 上了一 道洋洋 万言的 浙海善 后事宜 
折， 共计 24 条 措施， 以今日 知识 判断， 全 为不得 要领， 却 也在军 

机大 臣和户 、兵 、工部 堂官中 进行一 番“认 真”的 讨论， 9 月得旨 

下发。 ® 可是， 这时的 刘韵珂 已用不 着落实 这些自 己都不 相信的 

善后事 宜了， 他已荣 迁闽浙 总督。 

既然在 军事上 不足以 对敌， 聪明 的刘韵 珂另辟 蹊径抗 “夷' 
1844 年 6 月， 英 国领事 李太廓 （George  Tradescatit  Lay) 抵任 ，福 

州正式 开放。 可英 国人万 万没有 想到刘 韵珂暗 中已作 部署： 一、 

英 商看中 武夷山 茶叶， 他 便派兵 役在行 道上处 处设卡 刁难， 使荼 

商感 到不便 而改道 广东； 二 、英商 欲到福 州销货 ，他 便劝 谕城内 

商 贾不要 与之作 买卖。 最先 到达福 州的是 一艘美 国商船 ，停泊 

一月 无交易 ，减价 抛售亦 无效。 刘为 了早日 送客， 又让商 人购买 

少许， 使之有 商港的 盘费。 第 二年， 1855 年 ，福 州的贸 易额仅 37 

万元 ，恶 名远扬 ，致使 1856、1857 年 竟无一 艘“番 舶”光 顾福州 。 
刘氏的 诡计成 功了。 在他 主持下 的福州 ，名 为开放 ，实与 闭关无 

异。 不明真 相的英 、美 等国 打算以 福州调 换温州 为通商 口岸。 

对待英 人入城 ，更 显刘韵 珂足智 多谋。 李太廊 初至， 他明知 

条约 （中 文本) 规定 英官可 以入城 ，却 以领事 管理商 务为由 ，拒之 ▽ 

入城 ，引往 城南港 区南台 居住。 英国公 使德庇 时见房 屋简陋 I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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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入城 U 刘密谕 绅士许 多年上 书反对 ，以 示民情 不协。 当德庇 

时 要挟撤 回福州 领事时 ，他见 条约有 5  口之数 ，恐 英人藉 此另换 

U 岸 ，便 同意领 事入城 ，但让 他们居 住于城 西南紧 贴城墙 人迹罕 

至的 乌石山 （今 乌山） 积翠寺 ，并 商定， 英国民 人若入 城居住 ，契 

约须由 地方官 加印， 权柄仍 操之清 方。 

刘韵珂 对上述 手法绝 对保密 ，上 奏时分 正折、 密片。 正折上 

- 派官话 ，而 密片 让道光 帝留中 不发。 据其称 ，知 情者仅 为布政 

使 徐继啻 一人。 英国 领事始 终没有 发现这 位大度 的能礼 尚往来 

的一 品大员 ，暗地 里居然 行此阻 挠钳制 之术。 刘 韵珂在 密片中 

表白其 目的： “福 州竟不 通商， 数 年后， 该 夷灰心 而去， 则 省城根 
本重地 ，不 令非我 族类实 逼处此 ® 他想 回到战 前闭关 自守的 

老路 上去。 他那 别] 树一 帜的“ 制夷” 方法， 与中 国的振 兴之途 ，背 
道而驰 ，尽管 道光帝 十分欣 赏。 

1849 年广州 反入城 胜利后 ，刘韵 珂的这 一套不 吃香了 。人 

们希 望看到 直接的 对抗， 对他表 而上“ 媚夷” 姿态极 为反感 ，对他 

背地 里“制 夷”手 法又不 知情。 1850 年神光 寺事件 发生时 ，他在 
外 阅伍， 回到省 城后， 不 同意林 则徐的 激越的 方式， 仍想 采用其 

惯行 的阴招 （不让 工匠整 修房屋 ，不 让房主 收租， 又因入 城英人 

一 为教士 、一 为医生 ，不让 民人前 往听教 就医） 以 迫英人 退出。 

可是登 基未久 的咸丰 帝要的 是堂皇 的胜利 ，对 他多 加申斥 。刘 

韵珂坐 不住了 ，是年 12 月 前往浙 江阅伍 ，行 至严州 （今 建德境 

内） 又 生病了 ，要求 给假。 咸 丰帝看 穿了他 的把戏 ，将 计就计 ，将 

其 开缺， “ 回籍调 理”。 而刘韵 珂去职 不久， 福州口 岸贸易 巨增。 

整整咸 丰一朝 ，刘韵 珂默默 无闻。 至咸丰 帝死后 ，他于 

1862 年应召 赴京， 次年以 三品京 堂候补 ，未 久因病 回籍， 1864 年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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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鉴于 1842 年 9 月被革 职逮问 ，后 定为斩 监候。 1844 年 

释放, 交河 南巡抚 差委。 因治 黄办捐 有功， 1845 年 授主事 （正六 

品）， 他 却要求 回籍。 1853 年 应召参 与镇压 捻军， 加按察 使衔。 

1855 年因病 乞归。 1858 年死于 家乡。 没 有听说 他对中 国的未 

来有何 设计。 

耆英 在战后 相当长 的一段 时间里 主持清 朝对外 事务。 在第 

七 章中， 我 们已经 看到， 他所 保定的 宗旨是 :避免 衅端. 尽 力维护 

“天朝 ”体制 ，保 持民 "夷” 相安。 

耆英一 点也不 喜欢“ 夷”人 ，可为 其宗旨 ，不 惜低三 下四与 

“夷” 人打得 火热， 毫无“ 天朝” 大吏的 威严。 他去过 香港， 去过澳 
门 ，多次 去虎门 等地与 西方使 者直接 面谈， 即对他 们的照 会也十 

分重视 ，几 乎是有 照必复 ，毫不 拖延。 除了 公务交 往之外 ，他还 

特 别注重 私谊， 互相 宴请， 互赠 礼品， 企图创 造一种 和谐的 气氛， 
把两国 公事当 作家事 那样有 商有量 地私下 解决。 他的 主要对 

手， 自然是 驻在香 港的英 国公使 ，面他 写给英 国公使 的私信 ，据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言， 有如 情书。 ® 

从某 种意义 上讲， 耆英成 功了。 在他主 持对外 事务的 时期， 

确实 中外关 系比较 和缓。 这一 切都是 牺牲国 家种益 、民 族利益 
得来的 ，只 是他对 这些利 益尚无 认识。 道 光帝也 很满意 谊神安 

静的 局面， 1845 年 3 月 授其 协办大 学士。 

然而 t 耆英 的做法 必不能 行久。 广州士 绅民众 不满意 ，怎能 

如 此不辨 "夷 ”夏？ 英国官 员亦不 满足， 他 们手中 有各种 各样的 

新 要求。 民 “夷” 相安的 局面仍 被打破 ，爆发 点是广 州入城 问题。 

1843 年 ，璞 鼎査提 出入城 要求， 面战后 广州民 众对英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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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忾 ，使耆 英不敢 答应。 1S45 年 ，新任 英国公 使德庇 时再提 

这 一要求 ，耆 英仍以 “民情 未协” 相推诿 u 是年底 ，清 方支 付最后 

一 笔赔款 ，按南 京条约 ，英方 应归还 舟山。 德庇时 却提出 ，若不 

让入城 ，便 不归还 舟山。 耆英吓 得连忙 在私信 中告饶 ，称 此半 

“若有 游移， 我即 无以自 安其位 1846 年 4 月， 耆英与 德庇时 

在虎 门签订 “归还 舟山条 约”， 明确 承认英 入有人 城权利 ，并称 

“一俟 时形愈 臻妥协 ，再准 英人入 城”。 ⑪英方 当时未 发现， 因条 

约内无 具体时 间规定 ，清方 可以“ 时形” 为由， 无限期 拖延！ 

战后的 广州常 有民“ 夷”冲 突发生 ，耆英 为避免 衅端， 对策不 

无 抑民护 “夷” 之嫌。 1847 年 3 月 ，英人 6 名在 佛山遭 石块袭 
击 ，德庇 时以此 为由派 军舰内 犯„  4 月 1 日， 英军攻 占虎门 ，钉 

塞 827 门 大炮的 炮眼， 4 月 6 日 ，占 领商馆 ，作出 进攻广 州城的 

姿态。 最 怕动兵 的耆英 ，立 即照会 德庇时 ，同意 英方的 一切条 

件， 其中 包括两 年后即 1849 年 4 月 6 日， 开 放广州 城。® 

此后 ，当年 12 月又爆 发黄竹 歧事件 ， 6 名英人 被杀。 耆英 

立即 派兵包 围村庄 ，斩首 4 人， 15 人送交 审讯。 这种处 理结果 

使 英方感 到满意 ，却 使道光 帝产生 怀疑， 这些 “夷” 人跑到 黄竹歧 

干什么 去了？ © 

一系 列的事 件使耆 英对自 已的驭 “夷” 能力发 生怀疑 ，南国 
名 城广州 在他心 中已成 险境。 想到 1849 年 英入就 要入城 ，头皮 

就 一阵阵 发麻。 1848 年 2 月道光 帝命其 舂暖时 分进京 ，其 职务 

交 徐广缙 护理。 对此， 一些 人认为 是道光 帝对他 不满， 另 一些入 
称 是耆英 委人在 京活动 所致。 

是年 6 月 ，耆 英回到 北京。 7 月 ，道 光帝免 其在广 东的职 

位 ，以协 办大学 士管理 礼部等 事务。 11 月 ，迁文 渊阁大 学士。 

他 在京的 H 子看来 过得悠 闲潇洒 ，因为 他还得 到一个 肥缺一 - 
575 



崇文门 监督。 

道光 帝死后 t 耆英倒 霉了。 咸丰帝 召见时 ，他 历言 英国可 

畏 ，应事 周旋。 新皇 帝闻此 不悦。 耆英 轧出苗 头不对 ，连 连以病 

乞假 P 而咸 丰帝于 1850 年 12 月对 其动大 手术， 降为五 品员外 

郎 候补。 其后 ，又因 坐子罪 ，革职 圈禁。 

185S 年 5 月 .英法 联军攻 陷大沽 ，咸 丰帝想 起这位 主张和 

“ 夷”的 耆英， 授其侍 郎衔， 参 与天津 谈判， 临行 前亲授 机宜： 以钦 

差大 臣桂良 等人为 第一线 ，若不 能成交 .再 由耆 英出面 稍加让 

步， 即可 成功。 咸丰 帝对其 这一幼 稚园水 准的外 交手法 十分欣 
赏， 耆英亦 因复出 而感恩 涕零。 他自以 为凭其 多年在 广东与 

“夷 ”人的 老关系 ，英 、法多 少会买 他一点 面子。 谁 知一到 谈判桌 
上 ，英 、法 因其无 钦差大 臣头衔 仅派几 名翻译 应付， 而这 些年轻 

的“夷 ”人， 手 持攻陷 广州时 搜获的 挡案， 当 面念起 耆英当 年奏折 

中咒 骂“夷 "人的 文句。 年近 七旬的 老人受 不了这 般羞辱 ，面红 

耳 赤地离 开了。 中英、 中法天 津条约 签订后 ，咸丰 帝正一 肚子火 

气， 下令耆 英自尽 ，罪 名是“ 擅自回 京”。 
耆英在 鸦片战 争中得 到的教 训是， 军事 上无法 对敌， 应竭力 

避 免战争 ，这无 疑是正 确的。 可他的 这种苟 安政策 ，又何 以救大 

清 ，救 中国？ 

黄 恩彤到 广东后 ，官运 亨通。 因中英 虎门条 约订立 ，迁 广东 

布政使 ，因 中美望 厦条约 订立， 赏 戴花翎 ，加二 级纪彔 ，因 中法黄 

埔条 约订立 ，于 1845 年 2 月 升广东 巡抚。 他聪 明干练 s 耆英倚 

为 臂膀。 法使拉 萼尼也 颇欣赏 其风度 ，认 为他是 首任驻 巴黎公 

使的最 佳人选 

我 们不知 道黄恩 彤若真 至法， 能否产 生后来 郭嵩焘 使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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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思想 巨变， 但从他 留下的  <抚 远纪略  ><  知止堂 集>  中， 找不到 任 

何有益 屮国社 会迸步 的思想 资料。 他最根 本的观 点是， 英国人 

是绝 对打不 过的， 只能“ 抚”， “ 无事抚 以恩， 有事折 以信” 他 
对 广州民 众抗英 活动极 反感， 力主 镇压， 民 众的揭 贴也对 他毫不 

客气： 
“破了 黄 烟筒， 自后 不劳兵 . 
治鬼 无方法 ，剥民 有才情 

“黄 姻筒” 是粤语 黄恩彤 的谐音 ，“治 鬼无方 法”一 句也颇 屮击要 

害。 他和 耆英的 那种“ 柔夷” 手段焉 能“治 鬼”？ 
1847 年 1 月， 黄恩彤 因违例 奏请年 老武生 职衔而 下部议 

处。 吏部议 降三级 调任， 按道光 朝的一 般做法 ，黄 应获降 二 级留 
任 ，以 后很快 开复。 道光 帝却将 其革职 ，调徐 广缙为 广东巡 

抚。 ©< 清史镐 > 称道光 帝不满 黄对外 软弱， 借细 故发作 ， 并隐喻 

给耆 英一个 警告， 但没有 更多的 证据。 
黄恩 彤被革 后仍留 在耆英 身边， 获六品 顶戴。 耆英召 京后， 

旨命交 徐广缙 差遣， 一年后 去职。 他 在山东 家乡办 过团练 ，抵御 
过 捻军。 1858 年曾奉 召伴随 耆英参 加天津 谈判， 但他赶 到天津 

时 ，条约 已签订 ，耆 英已 拿问。 他活得 很长， 据说于 1明2 年死 

去 ，但没 有资料 证明他 的“抚 夷”思 想有何 变化。 

除 了自杀 的裕谦 ，以上 12 人均 是鸦片 战争中 负有重 大责任 

的顶级 人物。 他们对 战败体 会最深 ，理应 有猛烈 的反省 ，有 复仇 

的 欲望。 可从这 12 人战 后的经 历来看 ，琦善 、伊 里布 、杨芳 、奕 

山、 颜伯焘 、牛 鉴几乎 是没有 反应， 剩下的 5 人 又可分 3 类 ：一是 

耆英、 黄恩彤 的“柔 夷”； 二是刘 韵坷的 阴制； 三是 林则徐 的对抗 
(假 定福 州反人 城事件 能代表 其全部 思想） ，道光 帝则在 三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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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移。 作出反 应的人 ，大多 在通商 口岸。 我不 知道耆 、黄 、刘等 

人若放 缺云贵 川或陕 甘新， 会否像 琦善等 人一样 麻木？ 

一个 民族战 败了并 不可怕 ，但战 败引出 的不是 “制夷 ”而是 

“顺 夷”时 , 就直 接葬送 了一切 前程。 耆英 者流之 所以在 当时就 

不得人 心至今 仍受人 痛斥， 就在于 他们不 敢“制 夷”。 

而林则 徐呢？ 这个问 题可分 开谈。 我以为 ，作 为一名 士绅、 

一位 民众， 战后 无论以 何种形 式抗英 （包 括反 人城） 都不 应受到 

^§>这 是他们 关心国 家命运 、民族 前程的 表现。 他们的 思想落 
段陈旧 、目 标错误 ，应当 由当时 社会的 思想家 、政治 家来负 

责。 但是, 林则徐 作为一 名富有 思想的 政治家 ，应 当有更 高的眼 
光， 应当有 负责任 的态度 ，善 于将自 发的斗 争纳入 正确的 轨道。 

我这里 不是对 林格外 苛求， 而是历 史提出 了这一 标准。 鸦片战 

争给 中国提 出的使 命是近 代化， 偏 离这一 轨道就 不可能 真正的 

“ 制夷” ，反 有可能 愤事。 林则 徐没有 认识到 这一点 是他的 错误， 
尽 管他那 对抗的 姿态是 可以表 扬的。 

“ 天朝” 在战争 中惨败 ，但由 此引起 的震荡 ，还 不如东 京湾中 

出 现的那 4 艘“黑 船”。 今 天的人 们对两 国的差 异已作 r 种种叙 
述和 分析。 而最直 接的是 ，清 朝在 战后没 有振作 没有革 新使清 

军 将士的 鲜血白 流了。 也因 为如此 ，我 在上面 对负有 责任的 12 

名 政治家 —— 进 行清算 g 

曰 本 的维新 力量并 非来自 幕府， 而 是来自 社会， 倒幕 又成为 

改革的 前提。 由于清 王朝此 时尚不 会即刻 垮台， 我们不 妨也看 

看最为 敏锐的 中国知 识界的 反应。 

作 出反映 的精英 并不多 ，其 中最杰 出的是 魏源。 他 本是一 
个学者 ，战 前著有 （默 觚》 、（老 子本义 > 、《书 古微》 等学识 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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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u 战争 的炮声 打破了 他书斋 问学的 平静。 1S41 年 8 月与 

林 则徐的 相会， 收到 林组织 翻译的 《四 洲志》 等资 料， 幵始 了研究 

新 课题的 转移。 1842 年 底撰就 《海 国图 志 >50 卷， 1847 年扩 为 

60 卷， 1852 年扩至 100 卷。 

《海国 图志》 是一 部介绍 外部世 界的史 地著作 ，在人 们普遍 

不知 “英吉 利”为 何的“ 天朝'  其功 能和意 义非今 日同类 著作能 

比拟。 而该书 "叙” 中“师 夷长技 以制夷 ”一语 ，在 已知历 史结论 
的人们 眼中 格外触 目惊心 ，许多 人以为 他已经 找到了 钥匙。 

魏 源心目 中“ 夷”之 “  K 技”有 战舰 、火器 、养 兵练兵 之法。 

前 两项直 接对应 “船坚 炮利” ，后一 项又与 清军在 战时的 懦怯有 

关。 这 是曾参 与江浙 防“夷 ”事务 的魏源 ，最 为直观 的反应 。 他 

的 “师夷 ”方法 主要是 聘请“ 夷匠” ，并 翻译外 部世界 的书籍 。以 

今 日知识 来判断 ，似 可认定 ，仅“ 师”这 些“长 技”还 是“制 ”不了 

“夷 ”的。 “夷 ”不是 那么奸 “制” 的。 
魏源 的思想 虽不够 充分， 但却十 分吋貴 ，朝 这个方 向走下 

去 ，一 定能上 轨道。 可是 ，魏源 的这一 思想是 不确定 的„ 在 《海 a 

国 图志） 中， 我们可 以看到 "师夷 ”“制 夷”的 言论， 也可以 看到无 

须“师 夷”即 可" 制夷” 的 言论， 安南的 札船 、缅甸 的 木栅都 是他用 

来说明 土法“ 制夷” 的生动 事例。 就是 大讲“ 师夷” 工夫的 < 筹海 
篇>中 ，也有 黄天荡 的故事 。 如果 我们再 看看他 同时期 的名著 

< 圣武记 >, 便知 其思想 之游移 ，似乎 先帝们 的方略 武功亦 可“制 

夷”。 至于在 此之后 的力作 （元 史新编 > ，讲的 似乎是 “殷鉴 ”之类 
的 道理。 

《海国 图志》 就是这 么一 部庞杂 的著作 ，有 新思想 的闪耀 ，也 
有旧观 念的罗 列^ 不同的 人读之 ，可以 得到不 同的体 会^ 无怪 

乎“师 夷”思 想在当 时不能 行远， 而到了 后来， 决定“ 师夷” 的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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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等 人读之 ，立 即就有 心灵的 沟通。 

与< 海国图 志>齐 名的是 〈瀛环 志略》 D 作者徐 继菹是 一名学 
厚识精 的官员 ，鸦 片战争 中任汀 漳龙道 ，在漳 州组织 防御。 后历 

广东 盐运使 、广东 布政使 、福 建布 政使， 1846 年升福 建巡抚 。他 

是总督 刘韵珂 处理对 外事务 的主要 帮手， 有如黄 恩彤与 耆英的 

关系。 

1844 年， 徐继畲 办理厦 门对外 开放， 发现自 己对外 部知识 

的无知 ，恰遇 传教士 雅裨理 （David  Abeel), 得外 国地图 册等资 

料 ，开始 钻研新 课题。 此 后他广 捜资料 、精 心撰述 、反 复修改 ，终 

于 1848 于年完 成这部 高品质 的地理 学著作 ^  < 濂环志 略> 对外 

部 知识的 介绍， 比魏源 更详尽 准确， 也没有 当时人 惯常的 附会臆 

测； 它对 西方的 人文制 度多有 褒评， 却又使 用着旧 观念。 但是， 

对战后 中国应 走何种 道路这 一最最 紧要的 问题， 这部书 没有作 
出 回答。 而从前 面介绍 的他弼 助的上 司刘韵 珂战后 表现中 ，我 

们 又似乎 可看到 徐氏的 答复。 

还 有一部 必须提 到的著 作是梁 廷枬的 〈海 国四说 >。 梁是一 
位 著述宏 富的广 东名儒 ，曾 入祁埙 、徐广 缙幕。 这部于 1S46 年 

杀青的 著作， 对美 国和英 国介绍 尤详， 对基 督教的 议论也 可见其 

功力， 而对蒸 汽机的 描写在 当时人 眼中有 如天书 ，其 缺点与 <瀛 

环 志略〉 相同。 

如 此评价 （海国 图志 >、< 瀛环志 略> 、〈海 国四说  >  可能 过于苛 

求 ，但战 后中国 所处的 险恶局 势又不 能不对 之严格 要求。 平心 

而论 ，魏 、徐、 梁是当 时最先 进的思 想家。 他们从 一个封 闭的容 

器 中探出 头来， 开眼看 世界， 并能放 下“天 朝”的 架子， 平 静地看 

待另一 种文明 （徐继 鱼最为 突出） 已是石 破夭惊 之举。 由 此为基 
点 ，稍 稍进步 ，便 可登堂 入室， 领略新 风光。 然而， 我们今 天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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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够 完美的 著作， 当时 被许多 人视之 为“夷 ”张目 而 鄙视。 在 

"天朝 ”的文 化人中 ，他 们是 孤独的 ，这 是他们 个人的 不幸； 然中 
国最优 秀的思 想家尚 未辨明 中国的 方向， 又 是整个 民族的 不幸。 

这是时 代与社 会间的 落差。 后来， 《海 国图志 >和< 濾环志 略>浮 

海 东濾， 识 货的日 本人为 之翻刻 ，对日 本维 新思想 的发生 发展多 

有帮助 ，这又 是魏、 徐两氏 始料未 及的。 

魏源 、徐继 筘、 梁 廷枬的 思想未 能达到 历史所 要求的 高度， 

很大程 度上是 由于缺 乏思想 资料。 “ 天朝” 中有着 难以计 数的书 

籍， 独 缺“夷 ”人“ 夷”事 之作。 美 国的赠 书为耆 英谢绝 ，法 国的留 
学又被 黄恩彤 婉拒。 魏源 等人苦 无材料 ，到 处托人 求人。 他们 

井 不知道 ，就在 北京， 有着他 们急需 的大批 图书。 

1845 年， 俄国政 府因清 政府赠 送藏文 （大 藏经 >, 回 赠各类 

图书 355 种共计 800 余册 （幅） ， 另 有天文 、地 理仪器 和工具 。这 

些图书 可分成 21 类 ，包 括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科学 、技术 、工 

艺 、地 理等等 ，仅地 图就有 22 幅 ，另有 地图册 13 本^ 理 藩院收 

到这批 图书后 ，仅译 出书名 ，便 束之高 阁了。 13 年后， 1858 年， 

郭 嵩焘至 北京， 闻之大 为感慨 :“若 能译其 书而为 之备， 必 有以济 

海疆 之用者 矣”。 一名官 员还向 郭透露 ，当 年他曾 向军机 大臣祁 

离藻提 议译书 ，祁表 示反对 ，理 由是“ 恐其书 不伦, 徒伤国 体”！ ⑬ 
由 于清朝 的灭亡 ，这批 图书大 多佚失 ，今存 北京图 书馆有 20 佘 

册， 存故宮 博物院 图书馆 有地图 7 幅、 地图册 10 余种。 设或这 

批图 书被译 为中文 刊行， 设或 魏源、 徐继窜 、梁廷 枬能读 到这批 

图书， 其思想 是否会 有质的 嬗变？ 

相 比起魏 、.徐 、梁， 洪仁矸 的机会 要优越 的多。 他在 香港多 

年， 曾充布 道师。 1859 年， 他来到 太平天 国的首 都天京 （南 京）， 

作< 资政 新篇》 呈天王 洪秀全 t 建策达 28 条 之多， 实为中 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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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 近代意 义的政 经改革 方案。 读 之令人 鼓舞。 可他 做个军 

师 、干王 、总理 朝纲后 又怎么 样呢？ 在< 军次实 录》、 < 英杰归 真> 

中 ，我 们看到 了另一 个洪仁 If 。 在这一 变化中 ，难 道完全 是洪仁 
矸 的个人 选择？ 其中 又有多 少历史 背景的 限定？ 

历史 的诉说 夹杂着 悲痛。 

鸦片 战争结 束后的 14 年， 1856 年 ，战火 又起。 英法 联军次 

第攻 占广州 、大沽 ，进 入天津 、北京 。 清朝 又与英 、法 、美、 俄四国 

签订了  U 个 不平等 条约。 与 前次战 争相比 ，清朝 没有丝 毫的进 

步 ，完全 是重复 错误。 战后 ，新 兴起的 地方军 政集团 —— 湘 、淮 

系首 领做了 …些“ 师夷” 的工夫 ，导 致后 来的洋 务运动 （自 强运 

动）。 可是 ，一 查来历 ，其原 动力不 是来自 战畋的 刺激， 其最初 3 

标也非 为“制 夷”， 而是为 r 对付那 些造反 的“长 毛”。 
鸦片 战争结 束后的 52 年， 1894 年 ，经 明治维 新而疾 速发展 

的日本 ，打 到其 先前祖 师爷的 门前。 他们 废除了 与李鸿 章在天 

津签订 的别开 生面的 前约， 比李 鸿章至 马关另 订新约 ，仿 效鸦片 

战争中 的英国 ，要 求割地 赔款， 并在 一切方 面享有 与西方 列强同 
等的权 利。 

鸦片 战争结 束后的 86 年， 1928 年， 中 英两国 政府又 在南京 

签 订条约 ，取 消协定 关税。 这一份 新的南 京条约 开姶了 转折。 
鸦片 战争结 束后的 101 年， 1943 年， 中英两 国政府 在重庆 

签 订条约 ，废 除领事 裁判权 、军 舰自由 进入通 商口岸 、片 面最惠 

国 待遇等 不平等 权利。 

鸦片 战争结 束后的 142 年， 1984 年， 中英两 国政府 在北京 

签订联 合声明 ，香 港将于 1997 年 降下米 字旗， 回归 中国。 

由此 ，鸦 片战争 的一切 痕迹已 经或即 将消除 u 或许 ， 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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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 只能从 香港中 环以璞 鼎查另 一中文 译名命 名的“ 朴甸渣 

道”的 路牌上 ，感受 到那次 战争。 到了那 个时候 ，历 史的 诉说会 
否永久 高昂？ 

150 多年过 去了。 

19 世纪是 中国人 屈辱的 肚纪„  20 世 纪是中 国人饱 尝人世 

间一 切艰难 困苦的 世纪。 21 世 纪呢？ 

人们说 ，19 世 纪是英 国人的 世纪。 20 世纪 是美国 人的世 

纪。 21 世 纪呢？ 

也有一 些黑头 发黄皮 肤的人 宣称， 21 世纪 是中国 人的世 

纪。 可是 ，真正 的要害 在于中 国人应 以什么 样的姿 态进入 21 世 

纪？ 中 国人怎 样才能 赢得这 一称号 —— 中 国人的 世纪？ 

不管 历史将 作何种 选择， 我以为 ，南片 战争留 给我们 首要的 

问题是 ，中国 大陆与 西方的 差距， 比起 150 多年前 鸦片战 争时， 

是扩 大了， 还是缩 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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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国四 说> 

上海 人民出 版社， 1975 年 

刊本， 1836 年 

中 华书局 （北京 ）， 1987 年 

中 华书局 （北京 ），1959 年 

中 华书局 (北 京）， 1993 年 

张 集馨： 〈道咸 宦海见 闻录〉 中 华书局 (北京 ）T  1981 年 

夏燮： 《中 西纪 事〉. 岳 麓书社 （长沙 ），1988 年 

魏源 ：（ 魏源集 > 

《海 国图志 > 

中 华书局 （北 京）， W76 年 
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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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武 记>  中 华书局 （北京 ）， 1984 年 

黄爵滋 、许 乃济： 《黄爵 滋奏疏 * 许乃 济奏议 合刊》  中 华书局 

(北 京）， 1959 年 

缪 荃孙： 《续碑 传集》  清刊本 

徐 继畨： 《瀛环 志略》  清刊本 

裕谦 ：< 益 勉斋偶 存稿〉  刊本， 1832 年 

〈益勉 斋续存 稿>  刊本， 18M 年 

黄 恩彤： 《知 止堂集 >  刊本， 1880 年 

杨芳： {宫 傅杨 果勇侯 S 编年谱 >  刊本， 1840 年 

姚莹 ：<  东溟 奏稿）  清刊本 

何 秋涛： 《朔方 备陈》  刊本， 1859 年 

郭 嵩焘： 《辄 嵩焘 奏议〉  岳 麓书社 （校 沙）， 1983 年 

< 郭嵩焘 日记〉 （第 1 册）  湖 南人民 出版社 （长沙 h 
1981  年 

曾 国藩： 《曾国 藩全集  >  日记 、书信 、奏稿  岳 麓书社 （长 沙）， 
1987 年起 

< 曾文正 公全集  >  传 忠书局 

胡 林翼：  <胡 文忠公 遗集》  刊本， 1867 年  '1 
左 宗棠：  <左 文襄公 全集》 书牍  清刊本 

陆模： 《朝 议公 年谱〉  清刊本 

赵翼： 〈麄 曝杂记 >  中 华书局 (北京 ）， 1982 年 

《镇海 县志〉  刊本 ，1879 年 

《镇 海县志 >  排 印本， 1932 年 

《慈谿 县志〉  刊本， 1899 年 

《定 海直隶 厅志）  刊本， 18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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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海 县志》  排 印本， 1924 年 

《东莞 县志》  刊本， 1921 年 

(厦门 志>  刊本 ，1832 年 

《番禺 县志》  刊本， 1871 年 

《南海 县志》  刊本， 1S72 年 

(宝 山县志 >  刊本， 1882 年 

《宝山 县续志 >  排 印本， 1920 年 

《虎门 炮台图 说>  清刊本 

< 中国 丛报》 （ Chinese  Repository) 第 6 至  14 卷， 1836 至  1845 年 

(其 中部 分中译 本可见 《鸦 片战争 史料选 译〉， 中 华书局 (北 

京）， 1983 年；  < 鸦片战 争与林 则徐史 料选译 >， 广东 人民出 

版社 （广州 ），1986 年） 

《英 国议会 文件〉 （British  Parlimentary  Papers) 

“关于 中国的 通讯” （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1 840} 

“关于 中国的 通讯的 补编” （Additional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  , 1840) 

. “对华 战争支 付总额 的说明 ” （ Statement  of  the  Sums  Paid  on 
Account  of  the  War  in  China， 1843) 

“对华 作战增 派军队 、舰船 及军火 的有关 文件” （ Pa  peTS  Re  lat  ing 
the  Supply  of  Troops,  Vessels  and  Munitions  of  War  for 

Carrying  on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 1843} 

以上见 爱尔兰 大学编 《英国 议会文 件_ 中国系 列>第 27 卷 、第 30 

卷 、第 31 卷。 

伯 纳德： 《复仇 神号航 行作战 记> ，伦敦 ，: 1844 年 (W.D+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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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瑟林： 《在华 六月记 >， 伦敦 ， 1842 年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 

穆瑞： < 在华 战役记 >, 伦敦， 1843 年 （Alexander  Murry:  “Doings 

in  China” ） 

奥塞 隆尼： <  对华战 争记》 ，伦敦 ，1844 年 （J.  Ouchterlony：  "  The 

Chinese  WarM ) 

麦肯兹 ：< 在华 第二次 战役记 >， 伦敦， 1842 年 （K.S.  Mackenzie: 

H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麦 华生： 《在 华两年 记〉， 爱 丁堡， 1860 年 （D.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 

郭士立 ：< 中国 沿海三 次航行 记》， 伦敦， 1834 年 （C.GuUlaff:_ 

“Journal  of  th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 
德 庇时： 《战争 期间及 缔约之 后的中 国> ，伦 敦， 1852 年 （J.F. 

Davis '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海关总 署编：  <  中外 条约集 >  第 1 卷， 上海， IMS 年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reaties  ， 

Conventions,  etc.  t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 ) 

马士  ：< 中 华帝国 对外关 系史》 第 1 卷  三 联书店 （北 京）， 1957 

年 

佐佐木 正哉： 〈鸦 片战争 初期的 军事与 外交》  日本 {军 事史 

学〉 第 5 卷 第 2 号 

〈论所 谓“穿 鼻条约 草案” >  《中 国的政 治与经 

济>， 中 译本见 （外 国学 者论鸦 片战争 与林则 

_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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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上， 福 建人吊 出版社 （福 州）， 1 明 9 年 

< 鸦片战 争研究 —— 从英军 进攻广 州到义 律被免 

职》  其中 部分中 译本见 （国 外中 国近代 

史 研究》 第 10 辑 、第 12 辑 、第 15 辑 

.  < 鸦片战 争研究 —— 从璞鼎 査到任 至南京 条约签 订> 

<“ 南京条 约”的 签订和 其后的 一些问 题> 
以 上论 文未注 明者 皆刊 于日本  <  近代中 国>  各卷 ，严 

南堂 书店， 东京， 中译本 皆由李 少军先 生提供 ^ 

邓嗣禹 ：  < 张喜 与南京 条约》  芝加哥 大学出 版社， 1944 年 

(“Chang  Hsi  and  Treaty  of  Nanking  1842" ) 
费正 清编：  < 剑桥中 国晚清 史>  中译本  中 国社会 科学出 版社 

(北 京）， 1985 年 

赖德烈 ：< 早 期中美 关系史 1874 — 1844>  中译本  商务 印书馆 
(北 京）， 1963 年 

卫 青心： （法国 对华传 教政策 >  中译本  中 国社会 科学出 版社 

(北京 ），1991 年 

魏斐德 ：< 大门口 的陌生 人> 中译本  中国社 会科学 出版社 (北 

京）， 1988 年 

张馨保 ：（ 林钦 差与鸦 片战争 >  中译本  福 建人民 出版社 （福 

州）， 1 兆 9 年 

恩格 科特： 《早期 香港简 史>  新 加坡， 1962 年 (J.  B.  Endicott： 

“Biographical  Sketch  of  Early  HongKong”） 
巴那 比著， 傅兰雅 等译： 〈英国 水师考 >  江南 制造局 （上 海）， 

1886 年 

丹涅特 ：（ 美国人 在东亚 >  中译本  商务 印书馆 （北 京）， 1959 
593 



年 

汤若 望口述 、焦勖 撰录： 《火 攻契要  >  商务 印书馆 （上 海）， 
1936 年 

信夫清 三郎： 《日本 政治史 >第 1 卷  上海 译文出 版社， 19S2 

年 
■ 

姚 薇元： 《鸦 片战争 史实考 >  贵州文 通书局 ，1942 年； 新知识 

出版社 （上 海）， 1955 年； 人民 出版社 （北京 ）， 1984 

年 

《鸦 片战争 >  湖 北人民 出版社 （武 汉）， 1983 年 

蒋廷黻 ：（ 琦善 与鸦片 战争》  < 清华 学报） 第 6 卷第 3 期 

< 中国近 代史〉  艺文研 究会， 1938 年； 岳 麓书社 （长 

沙） 1 1987 年 

范文澜 ：<  中国 近代史  >  上册  人民 出版社 (北 京）， 1955 年 

胡绳 ：< 帝国主 义与中 国政治 >  人民 出版社 U [:京 ），1953 年 

陈旭麓 ：< 陈旭麓 学术文 存>  上海 人民出 版社， 1990 年 

罗 尔纲： 《绿 营兵志 >  中 华书局 （北京 ）， 1984 年 

严 中平： 《英国 鸦片贩 子策划 鸦片战 争的幕 后活动 >  < 近代史 

资料 >1958 年第 4 期 

< 英国资 产阶级 纺织利 益集团 与两次 鸦片战 争史料 > 

(经 济研究 >1955 年第 K2 期 

潘 振平： 《道 光帝旻 宁）， <清 代皇帝 传略》  紫禁城 出版社 （北 

京）， 1991 年 

彭泽益 ：< 论鸦 片赔款 >  < 经济研 究>， 1962 年第 12 期 

杨 国桢: 《林则 徐传》  人民 出版社 (北京 >， 1981 年 

陈 胜粦： 《林 则徐与 鸦片战 争论槁 > (增订 本）  中山大 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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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广 州）， 1990 年 

来新 H: 《林则 徐年谱 > (增订 本）  上 海人民 出版社 ，1985 年 

牟 安世： 《鸦片 战争》  上海 人民出 版社， 1982 年 

萧致 治等： 《鸦 片战 争前中 西关系 纪事》  湖 北人民 出版社 (武 

汉 ）.1986 年 

王兆 中国火 器史》  军 事科学 出版社 （北 京）， 1991 年 

刘旭：  < 中国古 代火炮 史>  上海 人民出 版社， 1989 年 

冯 玉祥： 《我 的生活  >  黑龙 江人民 出版社 （哈尔 滨）， 1981 年 

老舍： 《正 红旗 K》  人 民文学 出版社 （北京 ），1980 年 

庾岭 劳人： 《蜃 搂志》  齐 &书社 （济 南）， 1988 年 

范城： 《质 言》 刊本 ，1935 年 

李 定一： 《中 美早期 外交史 >  三 民书局 （台 北）， 1985 年 

罗 IH 钧： 《左 宗棠 年谱》  S 麓书社 ， 1982 年 

余绳 武等： 《沙 俄侵 华史》 第 2、3 卷  人民 出版社 （北京 ）， 1978 

年、 1982 年 

米庆余 ：（ 明治 维新》  求实 出版社 ，1988 年 

刘 戶扬 ：（ 清朝 地方官 制考》  紫禁城 出版社 （北 京）， 1988 年 

李伯 祥等： 《关于 十九 世纪 三十年 代鸦片 进口和 Q 银外 流数量 > 

《历 史研究 ）， 1980 年第 5 期 

熊志勇 ：< 从望 厦条约 的签汀 看中美 外交上 的一次 交锋》  《近 

代 史研究 >， 1990 年第 4 期 

胡思 庸等： 《川鼻 草约考 略>  《光明 1=1报>，1983 年 2 月 2  H 

阿 •伊 帕托娃 ：（ 第 -次 鸦片战 争及战 争以后 的中国  >  《清史 

研 究通讯 >,1990 年第 3 期 

吕 小鲜： 《第一 次鸦 片战争 时期中 英两军 的武器 装备和 作战效 

能>  《历 史档案 >， 1988 年第 3 期 
595 



4 

田 汝康等 :<禁 烟运动 的思想 前驱》 及附录  <  复旦大 学学报 >， 
1978 年第 1 期 

郦永庆 ：<有 关禁烟 运动的 几点新 认识》  <  历史档 案>， 1986 

年第 3 期 

《鸦片 战争时 期士民 具折上 奏问题 述论》  〈近 代史研 

究 >,1993 年第 1 期 

《第 一次 鸦片战 争后福 州问题 考辩》  < 历史档 案>， 1990 年第 
2 期 

皮 明勇： 《清朝 兵器研 制管理 制度与 鸦片战 争>  油 印本， 1990 

年 

《晚清 军人地 位>  油印本 ， 1990 年 

赵 立人： 〈鸦片 战争考 释二则 >  〈近代 史研 究》， 1993 年第 3 

期 

王立诚 :< 鸦片 战争前 禁烟决 策评析 >  (兰州 大学学 报》， W90 

年第 4 期 

羽 离子： 《俄 罗斯首 次对清 政府赠 书始末  >  《近代 史研究 >， 
1991 年第 4 期 

杜 永镇： 《对虎 门炮 台抗英 大炮和 虎门海 口各炮 台的初 步调査 > 

〈文物 >， 1963 年第 10 期 

黄 流沙等 ：<  鸦片战 争虎门 战场遗 迹遗物 调査记  >  〈文物 >， 

197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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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人名 船名 对照表 （以汉 字笔划 为序) 

三划 

义律 （Charles  Elliot) 

i: 密 （H>Smith) 

士思利 （Joseph  la  ServLere) 

马 夏东尼 （George  MaCartney) 

马他毛 : （ Makland> 威厘士 厘 号醜长 

马他色 （Frederick  Mai dand ) 

英东 印度舰 队司令 

5 儒翰 （John  Robert  Marrison) 

马答加 斯加号 （ Madagascar) 

四 划 

韦 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贝 雷色号 （Beliesile) 

风鸢号 （Kite) 

巴表尊 （ John  Henry  Temple 

Palmerston ) 

巴加 （Wi】liam  Parker) 

Hi  ̂   ( Theodore  —  Adolphe  Barrot) 

五划 

宁 罗得号 （Nimrod) 

兰瓦 （J.  Lsnnoy) 

甘米 力治号 （ Combridge) 

布 朗底号 （Blonde) 

巨蛇号 （ Serpent) 

达内 德号 （Danaide) 

北 极星号 （North  Star) 

史蒂德 （Stead) 

弗莱吉 森号 （ Phtegcthon  ) 

加尼 （Lawrence  Keamy) 

加略利 （Joseph  -  Marie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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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略普号 （CdlK>pe> 

司 塔林号 〈 Star  ]  ing  ) 

丘 比特号 〈Jupiter) 

六 划 

安突德 （P.  Anstruther) 

安 度明号 （Endymion) 

安妹号 （Ann) 

汤 林森  C  Tomli  nscm ) 

汤若望 （ Joannes  Adam  Shehall 

Nonbell ) 

麦尔威 M 号 （MdviUe) 

麦 都萨号 （Medusa) 

西索斯 梯斯号 (Sesosth) 

吉瑟林 （Jecdyn) 

因义士 （J.  Innes 又 译作解 咏吐 、妍 

哝吐） 

吗晋胎 （ Merwanjee) 

进取兮 （ Enterprise) 

多利那 （Edward  Delano) 

巡洋号 （Cruizer) 

毕裔 （ Beecher) 

七划 

沙® (Charles  -  Alexandre  Challay) 

没兰 得湾号 （ Brandywine  ) 

辛好士 （  H」 L.  F.  Senhouse) 

李太廊 （George  T  radescant  I -ay) 

李利华 （Carl  Frederick  l^iljeralch) 

克 里欧号 （C〗k>> 

坎 布雷号 (Cambrian) 

晚咐喻 （ Framj 杜 ） 

伯麦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 

伯兰汉 号 （Blenheim) 

伯驾 （Peter  Parker) 

伯劳西 伯号 C  Proserpine) 

伯鲁多 ?  ( Pluto) 

利洛 （GrarmUle  G.  Loch ) 

希腊号 （HdUs) 

阿 美士德 Pitt  Amherst) 

阿尔占 林号 〈 Aigrine) 

阿特 兰特号 （Atalanta) 

阿 克巴号 （Ackbar) 

阿厘 厄登号 (Ariadne) 

阿伯  丁伯爵 （ Lord  Aberdeen  ) 

阿吉 默特号 〈 Archimede) 

纳尔 不达号 （ Nerbudda) 

八 划 

法抚 里特号 （ Favorite) 

拉恩 号*(  Larne) 

拉 地蒙冬 （ Benok  _  Ulyset  Ratti  — 
Menton ) 

拉寧尼 （ Theodose  —  Maie  de 

Lagrene) 

青春 女神号 （Young  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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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町喈 （Dadahoy) 

罗伯胁 （Robert  Thom) 

罗 撒梅尔 （] - D」 Rosamd ) 

卑拉 底斯号 （ Pylades) 

驾 驶者号 （Driver) 

懨斯 汤基， 怕曼基 号 （ Pestonjee 

Bomanj  ee ) 

九 划 

洪哥 M 号 （Hoogly) 

咸厘 卜 厘号 （WelWs〖ey) 

咸伯  1： 德 （Hetcher  Webster) 

咸 克森号 （Vixen) 

珍珠号 (Pearl) 

査顿 （William  JardLne) 

神 P  比奠大 （M-  H-  .fHOGHWOB) 

律劳 单 （William  John  Napier) 

皇后 号 （Queen) 

复仇号 ( Vindictive) 

y  仇神 母 （ Nemesis) 

保皂 党人号 （Royalist) 

胞祖 （Thomas  Bourctiirr) 

科瓦列 夫斯基 （E  n.  KoBa」ieBCKHrt) 

[j 当啷  ̂   (Thomas  Courts) 

冒险者 兮（ Hazard) 

哈利 沾号 （ Harlequin  > 

费  TF- 情 （Jolm  King  Fairbank) 

十划 

郭  i： 立 （ChaTles  GuulaH) 

郛富 （Hugh  Gough) 

海  新号 （Hyacinth) 

流浪者 号 （ Wanderer) 

哥伦 拜恩号 （ Columbine) 

都 鲁堂号 (Druid) 

都泼浪 （ Fornter  Duplan) 

顾盛 （Ca】el>  Cushing) 

泰勒 (John  Tyler) 

真盛意 （Adolphe  Dubtiis  de  Jancigny) 

班廷 克号 （ Rentinck) 

埃里 戈纳号 （ErigontO 

钱 米任号 （Chaxr^leon) 

睾华丽 号 （ Cornwallis) 

爱 尔斯号 （化 Eyres) 

十 一 划 

褒威 孕 (Conway) 

麻恭 （G,  >V.  Malcolm) 

基尔 德斯号 〈Childerd 

梅姆隆 号 （ Memnon ) 

培 取康兮 （Pelican) 

啤時 (Turner) 

基 佐（ Francois  Guizot ) 

ip  ̂ (Mathew  C^lbraith  P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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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划 

窝 拉疑号 （Vdagt；) 

硫 硝号 （ Sulphur) 

斐列勒 （Jean  -  Th^ophile  Ferteiere) 

雅裨理 （David  Abeel) 

黑獾号 （Wolrerine) 

奥克 兰号 （ Auckland  ) 

+ 三划 

塞利亚 号 (Thalia) 

福士 （P^il  S.  Forbes) 

婢治文 （Elijah  Colemen  Bridgman) 

赖拉号 （Lyra) 

路 易莎号 (Louisa) 

+ 四至 + 六划 

谭那 萨林号 （ T  ennassarin) 

摩底 士底号 （Mode$te) 

颠地 （l^mncelm  Dent) 

鳴唔 （Gordon) 

德庇时 (John  Francis  Davis) 

撲鼎査 （Henry  Pottinger) 
I 

穆拉 维约夫 (H.  H.  MypaBbeB) 

十七 划以上 

戴窦兮 （Ehdo) 

霞毕 （Thtjinas  Herbert) 

曙光号 （Aurora) 

懿律 （George  Eliiot) 

鳄鱼号 （ Al]  ig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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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后记 

当前， 在海 内外华 人学者 当中， 一个 呼声正 在兴起 —— 它在 

诉说 中华文 明的光 辉历程 ，它 在争辩 屮闰学 术文化 的独立 地位， 

它在 呼喊 中国优 秀知识 传统的 复兴与 鼎盛， 它在日 益清 晰而明 

确 地向人 类表明 ：我们 不但要 自立于 世界民 族之林 ，把中 国建设 

成为 经济大 国和科 技大国 ，我们 还要群 策群力 ，力 争使中 国在二 

十 一世纪 变成真 正的文 明大国 、思 想大国 和学术 大国。 

在这 种令人 鼓舞的 1 氛中， 三 联书店 荣幸地 得到海 内外关 

心中国 学术文 化的朋 友们的 帮助， 编辑出 版这套 （三联 .哈 佛燕 

京学术 丛书》 ，以为 华 人学荞 们上述 强劲呼 求的一 种纪录 ，一个 

北 京大学 和中国 社会科 学院的 -些著 名专家 、教授 应本店 

之邀 ，组成 学术委 员会。 学术委 员会完 全独立 地运作 ，负 责审定 

书稿 ，并 指导本 店编 辑部进 行必要 的工作 U 每 一本专 著书尾 ，均 

刊印 学术委 员会推 荐此书 的专家 评语。 此种 学术质 s 责任制 

度^将 尽可能 保证本 从书 的学术 品格。 对 于以季 羡林教 授为首 

的本丛 书学术 委员会 的辛勤 工作和 高度责 任心， 我们深 为钦佩 

并表 谢意。 

推动中 国学术 进步， 促进 国内学 术自由 ，鼓 励学界 进取探 

索. 是为二 联书店 之一贯 宗旨。 希望 在中国 R 益开放 、迸步 、繁 



盛的氛 围中， 在海 内外学 术机构 、热 心人士 、学界 先进的 支持帮 

助下， 更 多地出 版学术 和文化 精品！ 

生活 •读书 •新 知三 联书店 
一 九九三 年十月 



更多 好書： 

fi  tty>://my6oooks.goo0tey}a0es.com 


